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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网实格”治理模式的基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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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技术治国”的观念下,我国应急管理制度日趋成熟,提升基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已成为政府

化解困境的首要任务。城乡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石,是加强应急

体系建设的重要战场。本文立足于基层社区实际情况,分析“微网实格”治理新机制赋能社区应急管理

工作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工作建议和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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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China's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improving commun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has become the 

primary task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solve difficulties.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as the basic uni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re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a crucial battlefield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system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mmunities ,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empowering  commun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work with the new mechanism of "micro grid" governance, and proposes work suggestions and 

relate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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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导致

各种灾害频繁发生。近年来,我国应急管理方法不断创新,数智

结合的方式推动了各个城市的建设以及发展[1]。2013年《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首次将网格

化管理写入党的全会决议,网格化管理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

面。由此,各地政府积极创新实践,如 “一个中心多元合作”模

式、“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模式、“微网实格”治理模式

等,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社区管理的新模式机制,有利促进了

基层社区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升。 

“微网实格”治理是指通过划小划微、赋能做实基层末端

治理单元,重塑基层组织动员体系,以多元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效

能的治理方式。一般按照“3+1”“微网实格”治理架构体系划

分,即社区总网格、一般网格、“三级划分”的微网格和“自主

划分”的专属网格。总网格是以社区为单位设立,1个社区即一

个总网格；一般网格是社区所在地原则上按照300-500户的标准

划分,农村地区可根据居住分布和人口密度按1个村民小组(自

然村)划分为一个或多个网格；微网格由各镇(街道)研究确定,

以3小时内网格力量基本完成入户排查和宣传组织动员的工作

量为宜；专属网格是商务楼宇、各类园区、集贸市场、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适合划分为专属网格的,网格细化工作原则由管

理主体自主推进。 

1 “微网实格”治理模式的重要意义 

1.1治理新模式——构筑社区“大平台” 

网格是基层服务管理的最基本单元,网格的建立能够更有

效、更直接、更快捷的跟基层群众相连接。在网格化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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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就是“一盘棋”,要下好这盘棋,就要编好、管好、用好基

层政府应急能力提升方案[2],利用好“微网实格”治理模式,从

基层入手,打造微网格治理服务的“共同体”,“快、准、狠”

地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是人民群众的一道防线。微网格员要做到

及时上报公共设施损坏等隐患情况,阻止可能发生以及正在发

生的个人极端事件、群体性事件,保障社会治安,将违规建房、

违规用电用气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扼杀于“萌芽”状态。新

治理模式的出现,进一步增强基层社区安全韧性、抗风险能力,

为应急治理提供了保障,更好地推动民生工作走深走实。 

1.2管理高水平——激活基层“微力量” 

社区作为应急管理与人民群众的重要枢纽,使政府的防控

重心不断地向基层下沉。微网格员作为法规“宣传员”、社区“监

督员”、纠纷“调解员”、隐患“巡查员”,在第一时间扫街扫楼

摸排更新微网格内居民的基本信息,及时搜集汇报社情民意、群

众诉求,发现报告、协助劝调矛盾纠纷,协助做好特殊困难群

体关爱帮扶工作,协助做好各类安全隐患巡查和上报工作,带

头践行、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参与基层治理,创建

文明社区。 

1.3治理多元化——探索益民“新路径” 

“微网实格”治理模式提高了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

推动各种应急力量进入网格。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为居民安全提

供保障,提升风险隐患主动发现感知能力,做到未雨绸缪。 “微

网实格” 治理模式通过上报处置网格事件、办理民生实事、关

心关爱独居老人、困境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成为

应急处突、服务群众的重要基础力量。基层党组织也可以通过

智慧化手段,针对辖区群众的诉求“一键反应”,网格端实现“一

屏办理”,切实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社区治理

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微网实格”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以“五精”管理为视角,建设贯穿

部署、识别、决策、实施、协同、监督、评估等环节的全周期

应急管理体系[3]。网格作为基层治理最末梢的微观单元,随着人

口基数的增加,仍然存在着以下问题。 

2.1微网格队伍结构不稳 

网格划分存在划分偏大、形态架构不一等矛盾和问题,导致

原有网格难以有效适应社会快速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根据七普数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60岁及

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万人,占13.50%),高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进一步增大,

导致微网格员总体年龄结构偏大,部分存在没有智能手机或者

不会使用的情况,事件送报存在屏障,容易出现“格在人在事不

传”的情况。二是基层工作人员兼任微网格职责,压力责任大,

无法及时的发现处置突发事件,出现“人走格空”的现象。 

2.2职责和履职边界不清 

目前,单个网格由于服务居民过多,未能合理划分各个部门

主要职责,导致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网格职责以及履职边界不

清。一是目前微网格员的职责基本参照专职网格员职责制定,

但其能力和专职网格员能力有一定差距,部分规定职责可能不

够胜任。二是有的部门存在着思想误区,将网格化服务管理片面

理解为网格员自身的职责,容易导致网格员承担上级临时交办

的事项,挤占了基层网格提供民生服务的空间。 

2.3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足  

党建引领是网格治理的重要保障。网格划分基于行政、地

域逻辑,而党组织建设基于党员分布,导致网格党组织覆盖率较

低。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中党组织弱化、虚

化等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网格中存在党组织划分和隶属

形态关系还不够明确,党组织体系尚未全面有效覆盖到社区治

理的最末梢。在党组织工作中,容易忽视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

运用行政化的方式让网格内的服务工作变成“负担”,从而严重

打击网格员的工作热情。 

2.4智慧赋能水平有待提升 

智慧数据资源体系赋能不够,基层社区“一次采集、各方使

用”的数据共享更新机制不够完善,部分信息存在着重复采集、

多方面采集的现象,从而导致线上线下网格事件流转处置效率

不够高效。有些社区常用的app达到20多个,多个条线安排社区

反复采集信息,大大的增加了居民以及网格员的负担。 

3 “微网实格”赋能支持及进网入格工作建议 

3.1“建好网”——实现管理单元最小化 

网格化管理是信息化时代与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是社

会发展整体化布局的综合把控。科学精准的划分微网实格,实现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 

科学划分网格,是落实网格化治理,提高基层社区治理效能

的基础和前提。一是微小化划分网格推动全域覆盖,在一般网格

的基础上,精准确定微网格户数和人数,微网格平均联系服务群

众不宜超过100户。二是调整优化一般网格,将各个部门、组织

对号入座,协调整合,形成“一张网”,实现“多网合一、一网统

揽”。三是增强网格力量,在原有网格基础上进行选拔、选配微

网格长(员),作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核心骨干,从而引领、带动各

阶层社会力量,将网格体系走深、走实。 

3.2“选好人”——充实网格的核心力量 

微网格长(员)年龄结构普遍偏大,存在着部分智能软件不

会使用的情况,发现隐患、需求。 

针对网格存在职责泛化等问题,不断完善治理制度。一是通

过公开招聘,选举推荐等方式,整合社区网格员的专职力量,合

理分工,分层分类定责,细化、明协助处置的专业能力不够强,

经常会出现“人走格空”等现象。随着各类问题越来越呈现出

多样性、复杂性、关联性等新特征,但工作重心下移不够等原因,

原有网格运行难以有效适应和满足社区治理确网格内成员的分

工。二是调动微网格员学习积极性,提高居民参与性。强化微网

格培训赋能,进一步推进培训资源整合,加强技能培训,完善上

格制度,使得网格员能够精准投送居民需要的信息,做好“探头”

工作,提高服务的精度。三是做好站点支撑,推动责权下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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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参与、“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系,加强各种网格

之间的联系以及支撑,完善联动机制,发挥“发现人”“报警人”

“吹哨人”“落实人”的作用。 

3.3“党引领”——实现组织建设科学化 

党建引领是开展“微网实格”治理的根本保障。让“微网

实格”能够进一步提升成效,最重要的一步是加强网格党组织的

建设。 

如何发挥好街道、社区、网格等基层党组织的统揽引领作

用,推动实现“微网实格”组织建设科学化体系化。一是建强网

格党组织。按照单独建、转化建、联合建等方式,推动各类网格

内党组织全面覆盖,确保党的组织领导能够到达基层的最末梢。

构建以社区党组织—网格(小区)党支部—街区、楼栋党小组为

纵向主干,网格党组织与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

对口联系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各领域党组织横向联动的组织架构,

健全形成“全域覆盖、纵横贯通、网格联动”的组织体系。二

是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办好“微实事”。改善行政

化的管理方式,维护微网格长(员)的工作热情,定期协调好党组

织与网格成员关系,科学的采用共商共建“微网实格”治理事项。

三是增强网格党组织引领功能,建立“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培

育激励机制。网格党组织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增强政治功能、

提升组织力,进一步增强网格党组织凝聚力,影响力。 

3.4“赋智能”——“数字化”提升管理质效 

社区大部分态势感知来源于基层网格,用科技赋能基层治

理,加强基层智慧治理建设,是大势所趋、发展必然。充分的利

用智能治理模式,不断的提升网格管理的效率以及精准服务的

水平,从而打造智慧场景和应用平台,推动精准精细服务和扁平

化管理。 

针对网格平台多、数据共享难、高效处置难等困难和挑战,

拓展视频监控、物联感知等智能设备自动预警功能,明确治理数

据,统一采集标准,形成“网”罗万象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各

类应急力量进网入格,提升基层综合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应急

救援救助、宣传教育动员、应急保障能力,做实做强服务社区的

“最后一百米”,用心用情守护群众的幸福生活,细“治”入“微”,

让社区治理敏捷高效。 

不断提升“微网实格”治理智慧化应用水平。要前后端呼

应治理,即前端以小区楼栋为基本单元,以微信等智能软件为载

体,建立便捷的与居民沟通的渠道,采用“一码扫楼”、平台自主

报备等多种方式,精准收集群众的“微心愿”,构建“一条线”、

“一股绳”的智慧网格。后端聚焦于多部门、多地区联动合作,

满足应急管理、人员管理等需求,创新开发更精准化、智慧化、

有温度的服务于群众。 

4 “微网实格”治理模式的前景  

目前,我国智能化应急管理发展已经步入正轨,具有智能化

理念的应急管理模式已经形成[4]。结合整体性、规划性原则,

党建引领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微网实格”治理新模

式的发展。 

第一，就整体而言,“微网实格”以社区微网格为最小单元,

采用“网格社区管家+”治理模式,推动形成“问题发现在网格、

管理服务提供在网格、问题解决在网格”的高效能社区治理格

局,促使由政府主导的规划管理逐步趋于多元主体协同,通过数

字化手段实现社区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提高社区的管理效率,

打造安全社区,做到信息的高效传递,使数据资源被充分的共享

共用。 

第二，就规划而言,“微网实格”治理模式仍有进一步提升

的空间,要及时进行改进,以消除隐藏的风险。“微网实格”治理

新模式应大力推广,从而加快社区应急管理模式的智慧化发展,

各个社区的管理对照新模式“查漏补缺”,确保网格更加精细化、

全覆盖,更好的服务于人民,适应新的社区发展模式。 

当前,基于党建引领“微网实格”治理机制,跨部门、跨体

系、跨组织、跨边界的网格化应急治理体系在基层社区初见成

效,为实现社区安全韧性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提供有力安

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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