
国际教育论坛 
第 6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 ISSN: 2705-120X（O） EISSN: 2705-1196（P）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新 时 代 党 建 引 领 网 格 化 治 理 机 制 研 究  
 

王芸飞 

临沂市委党校  山东临沂  276000 

 

 

[摘  要]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底，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

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夯实基层治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不断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为人民

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近年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在网格化治理中的广泛应用，

为基层治理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集“诉求征集、诉求整合、接诉即办、未诉先办”于一体的信息化服务

平台。在网格化治理中，如何实现党组织有效嵌入基层网格，实现党建引领作用与信息化服务的高效

融合，是新时代面临的现实课题。本文以平邑县党建引领网格化工作开展为例，探究党建引领网格化

治理的机制，更好地把握新时代群众工作的规律，更好地创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工作模式，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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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Improving the urban and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of autonomy，rule of law and moral governance is the long-term plan and solution 

to consolidate grassroots governance.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ressed，" W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platform with grid management，fine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support，improve 

the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and provide the people with quality services and fine 

management at home."In recent years，the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means in grid governance has 

provided an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integrating" appeal collection，appeal 

integration，complaint handling，handling without complaint handling " for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In the grid 

governance，how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embedding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grass-roots grid and realize the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he leading role of party build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s a realistic topic facing the new 

era.This paper takes the grid work of the Party building in Pingyi County as an example，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he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grid governance，better grasp the law of mass work in the new era，

better innovate the working mode of "asking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and constantly meet the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grid building 
 

一、新时代网格化治理的特点 
（一）数智化手段广泛应用。网格化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

的新模式。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手段的运用，

网格化治理插上了数字的翅膀，智能化、数字化的信息服务平

台为广大群众参与共享共建提供了现实支撑。居民足不出户，

从手机端就能实现具体的诉求上传。平邑县“平安风铃”app，

涵盖了作风监督、扫黑除恶、线索举报、群防共治、见义勇为、

问题上报、专项任务等多个板块，实现群众诉求的精准管理。

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按照职责权限，对诉求数据进行精准研

判，并以“工单”的形式派送到相关责任人手中，之后再对诉

求问题进行多方联动、协同解决，并将结果及时反馈到居民个

人。数智化平台能够根据诉求的反映情况。数智化手段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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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率，使网格化治理实现诉求征集全天

候，服务对象全覆盖，部门联动全链条，有效降低了群众参与

治理的“参与成本”。传统反映问题的渠道会存在“找不到人

办”，“找到人办不了”的窘境，数智化技术能够迅速整合社

会资源、多方联动解决问题，既突出了“快”，又突出了“准”，

办理结果还突出了“好”。 

（二）微网格治理体系科学。微网格治理体系是基层社会

治理的神经末梢，微网格治理的堵点和盲区直接影响网格化治

理的整体成效。传统的网格的设置，更多的考虑了地域和民情，

在设置上会普遍存在网眼过大、职责不清的情况。微网格的设

立提供了更为精准的网格化服务，对于民情民意的捕捉更为的

灵敏，有效的提升了网格化诉求响应的整体速度和成效。在基

础网格下，细分为若干微网格作为二级网格。微网格主要依照

农村自然村常住人口情况进行划分，同时充分考虑到各镇街的

民情民意，整体布局设置科学、分布合理，网格化管理实现了

“网眼”更小、网格更密、反应更快。对商圈市场、规模企业、

单位等，考虑到原组织结构的整体性，单独划分专属基础网格，

不再细分微网格。专属基础网格更侧重营商环境的，随时响应

企业提出的具体诉求。通过建立完善微网格治理体系，消除服

务管理的盲区。 

（三）“全科网格”特征显著。全科网格强调跨部门合

作，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实现多领域服务的无缝对接，确

保人民群众在各个生活领域的诉求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解决

与跟进。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和质量

，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平邑县委平安办牵头建立“全科网格”。全科网格有效的打

破了部门壁垒，促进社会治理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汇

聚了工作合力，形成强有力的服务供给体系。 

二、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的主要经验做法 
（一）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锻造基层治理的精兵良将。 

1、严把网格员的准入端口。各镇街依照各自用人需求，

统一组织报名考试招募专职网格员。对报名者进行严格的资格

审查，确保专职网格员符合规定的年龄、健康状况、学历等基

本要求，无违法犯罪记录，无不良嗜好，确保专职网格员队伍

的可靠性、专业性和纯洁性。人才的规模与数量，基本匹配全

县网格化运行的要求。对专职网格员开展专业化技能培训，明

确网格员的相关职责，掌握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提升开展网

格化工作的基本素养，重点把握网格化治理的难点、要点。 

2、科学设置网格员组织架构。为吸纳社会多元力量参与

到基层治理中来，平邑县创新网格员组织架构模式，按照网格、

微网格两个层级分别设置，既强调专业性、指导性，又突出责

任感、使命感，将更多的有群众基础、有热情、有能力、有时

间的人吸纳到网格化治理中。在网格层面，按照“1+1+1+N”

模式，组团式配备网格工作人员，每个基础网格配备 1 名网格

指导员、1 名网格长、1 名专职网格员，若干名微网格长。微

网格层面，按照“1+N”模式组建服务团队：“1”即微网格长，

“N”即网格内党员、网格助理员和志愿者。确保每个微网格

由 1名村“两委”成员、社区工作者或专职网格员担任微网格

长，从本微网格内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村民代表中按程序推

选若干名网格助理员（楼长、单元长、街巷长），协助微网格

长工作。其中至少 1名女同志，以方便婚姻家庭类矛盾纠纷的

调解。 

3、优化网格员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绩效评估体系，明确

网格员进入退出机制，定期对网格员的工作成果，服务质量，

团队协作等方面进行评估，以此作为选拔晋升培训改进的重要

依据。一是注重后备队伍的梯度培养，打通基层社会治理人才

的上升空间，最大化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将优秀网格

助理员作为专职网格员后备队伍培养，将表现优秀的专职网格

员、微网格长纳入村级后备干部或入党积极分子重点培养。二

是建立奖励机制和退出机制。县里每年组织一次“十佳网格员”

评选活动，对于工作突出的网格员，给予“平安风铃”积分奖

励，有效的调动了网格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推动未诉先办，密切干群关系。 

“未诉先办”指的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主动发现、预防

并解决人民群众尚未正式提出的问题或需求的一种工作模式，

要求切实、全面掌握人民群众潜在的关切点与实际困难，进而

采取前置性的措施进行干预与解决，旨在从源头上减少问题的

发生，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与幸福感。“未诉先办”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通过干预措施前置化，提前一步“治

未病”，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构建起更

为紧密的党群关系。“民有所需、我有所动、未雨绸缪、抢先

一步”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所秉持的鲜明态度。 

（四）厚植传统文化，增强党群凝聚力。 

一是激活网格印象。以激发群众参与度和归属感为出发

点，以基础网格为单位，推动网格文化品牌建设，依托党建品

牌创建、孝善文化打造、乡村文化振兴、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等载体，创建区域性网格文化品牌，打造群众广泛知晓、具有

一定归属感和荣誉感的网格乡村记忆。二是丰富网格活动。由

网格党组织牵头，组织各类“五好家庭”“好媳妇”“好婆婆”

“好丈夫”等评选活动，引导群众参与村居（社区）曲艺大赛、

百家宴席、志愿服务等共建活动，推动村居（社区）熟人社会

建设，激活基层群众的家园情怀和主人翁意识。三是开展网格

展评。通过“十佳优秀网格员”评选表彰，树立工作标杆，增

强职业认同感；开展网格才艺展、网格文化艺术节、网格红歌

比赛等活动，不断激发网格员群体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通

过电视专栏、微信公众号，开展网格事项优秀案例展播，树立

任务目标导向，激发网格员内生动力，产生广泛社会共鸣，切

实发挥网格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底座”基础作用。 

三、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的提升方向 
（一）补短板强弱项，大力推进城区网格多元治理。鼓励

和促进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治理过程，形成协同治理的局面。推动公安、法院、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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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应急、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人员力量下沉到网格，

鼓励引导社区志愿者、“五老”人员、人民调解员、律师进入

网格，共同参与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引导在职党员到居住小

区报到，担任楼长、单元长，常态化参与网格化服务管理，确

保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多元参与共治能够产生

更高质量的决策和实施方案，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解决单

一部门主体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 

（三）深化三个融合，全力赋能“四方联动”新机制。一

是深化职能融合。县镇两级要切实建强“一站式”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中心，提升“多中心合一”水平，实行网格化、12345

首发热线、信访接待、矛盾纠纷调解四部门“一个中心”办公、

一个领导分管、一套班子落实，一体化运行。其次，深化机制

融合。进一步完善定期排查收集化解机制、网格事项直报12345

首发机制，深度参与接诉即办，提升诉求纠纷办理质效。第三，

深化督考融合。责任倒查与网格员考核绩效、村（社区）干部

工资绩效、镇街和职能部门高质量发展考核挂钩，促进矛盾隐

患在网格内及时发现、“随排随调”、动态化解。 

（四）落实好激励政策，调动多方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针对不同身份的网格员，采取相应的激励手段，保障网格

化工作的顺利开展。县乡财政全力保障网格员工资。充分发挥

“平安风铃”超市的作用，调动其网格化治理工作的积极性。

各镇街依托“平安风铃”小程序设立“平安风铃”超市，凭积

分到指定“平安风铃”超市兑换物品作为报酬。 

四、网格化治理需要注意处理的几组关系 
（一）“党建引领”与“群众自治”的关系 

党建引领与群众自治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共同

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部分。在党建引领下，基层党组织

能够有效的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中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成果，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度和

满意度。群众自治活动在基层党组织的指导下，能更好的反映

民众的现实需求和真实意愿，从而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

化。党建引领为群众自治提供了方向和支持，而群众自治丰富

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二者相得益彰，也形象的折射出新时

代党群关系的构建过程。 

（二）“新”模式与“老”办法的关系 

网格化治理中，既要采用新模式，又不能丢掉老办法。未

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的使用，网格化治理越来越多的呈现数

字化，智能化，数智信息服务平台可以更加智能整合群众诉求，

并根据最佳解决方案智能派送“工单”，召集多方在线协同解

决。我们在强调数字化治理的同时，不要忽视网格化管理尚存

在“技术鸿沟”。特别是对于年龄偏长，不会使用智能化手机

的老年群体来说，一方面无法享用数字化信息化服务平台带来

的便利。另一方面技术鸿沟也把这部分老年群体拦在基层社会

数字化治理的大门之外。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社区，年龄偏长

的中老年群体，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他们人熟地

熟，各家各户的情况都能摸得透，吃的准。对于民情、民意的

捕捉，这部分“年长”群体可以说是具有相当敏锐的洞察力。

打破技术鸿沟，关键靠党员干部、网格员走访入户了解情况、

摸清底子。所以田间地头、走访入户等老办法丢不得。网格化

治理中，需要充分发挥中老年群体独特的“人力资源”的优势。 

（三）“少数”与“多数”的关系 

群众主体多元化，群众诉求也存在差异化。有些诉求只反

映少数人的利益，有些诉求能够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反映多数

人利益的诉求固然能够很好解决，难就难在少数人的利益如何

解决？经济学中，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说。同理，利益诉

求也具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只满足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

了多数人利益的诉求，属于负外部性诉求。在满足少数人利益

诉求的同时，不损害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属于正外部性诉求。

所以，在解决群众诉求的过程中，只要群众的诉求合理、得当，

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就应该积极协调解决。不能说是以群众诉

求不合规、不合政策而敷衍应对，微网格解决不了的报网格，

网格解决不了的报镇街，镇街解决不了的报县委县政府有关部

门，总有能够做决策的层级，就怕层层网格出现畏难情绪，敷

衍了事。 

（四）“底线”与“高度”的关系 

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底线就是不发生

极端案事件、非正常上访、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发生 “民转”

命案。所以需要政法干警、法官、检察官等一线政法人员俯下

身子，深入群众，提供优质政法服务，打通政法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同时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关切问题，推动诉源治

理、源头防控，从源头上切断恶性事件的形成机制。同时，又

要坚持好高度原则，网格化治理最终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里面包含了基层社会治

理的法治化要求。让更多的人民调解员、律师进入网格，成为

群众诉求的代办者，用群众的语言讲解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法治小事，帮助群众牢固树立“有事找法”的法治理

念，让群众共享高度法治化的社会环境和治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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