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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胶州市胶东街道办事处南庄三村网格
员，王明君一天的工作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就开
始了：巡查警示标识、护送村里学生上下学、走访
村里的空巢老人等特殊人群，在走街串巷的过程
中，发现垃圾桶满溢、井盖破损等情况，也要及时
上报处理，如果收到一些与村民密切相关的上级
通知，还要在微信群、村里“大喇叭”向村民广而告
之。“村里的事就是我的事，一些人不会用、不方便
用智能手机，村里的‘大喇叭’能更好地覆盖这部
分人群，我一般在晚上7点通知大家，那时候村里
人多。”王明君说。

网格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移动信息收集员”
和“基层为民办事员”，收集的是与市民生活最密
切的信息，办的也是与市民生活最相关的事。随
着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作用日益突出，网
格成为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的重要载体，网格
员队伍成为群防群治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网格化服务管理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
要方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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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
在萌芽状态”。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

“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
展“枫桥经验”20周年。“网格”作为基层社会治理
的“最小单元”，做好网格化相关工作对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市委政法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积极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党建引领，聚焦服
务为民，加快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规范化、标
准化建设，全力打造分类施策、精准治理的网格化
服务管理“青岛模式”，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
升，有力助推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建设。截至目
前，全市共划分网格14403个，配备城乡社区专兼
职网格员18321名，实现了网格范围全覆盖、网格
划分不重叠、网格管理无漏洞。

网格事，网格治。不管是“邻里小事”还是“安
全大事”，都会在小小的网格中具象体现，全市网
格员终日奔波在网格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做好事，不断把群众的“小烦恼”转为“大幸福”。
城乡社区网格员作为扎根基层、网格治理、服务群
众的重要力量，在重大活动安保、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疫情防控、文明创建、城市更新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那么，这些网格员每天都在忙些什么
具体事儿呢？记者近日展开采访调查。

个个都是“多面手”

忙，是网格员的常态。
“我们村有河、有池塘、有小水库，雨季时水深能到两米多，

我每天天亮第一件事就是围着这些地方转一圈，看看警示标识
是否完好。尽管这样，我还是放心不下，时不时就来看看。”王明
君说。像这样的“小事”，王明君每天要做很多件。

根据青岛《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网格事项指导
清单，全市城乡社区网格员主要承担基础信息采集、社情民意收
集、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社会心理服务、法律法规宣
传、公共服务代办等七项职责。尽管是“多面手”，但网格员也不
是“事事都管”，需要具备行政执法资格才能开展的事项，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条文明确规定必须由职能部门直接开展的事项，属
于街道（镇）、社区（村）、行业部门自身建设、内部管理的事项，需
要具备较强专业知识或技能才能开展的事项等不属于网格管理
事项。

青岛坚持党建引领，健全“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
小组—党员中心户”的党组织架构，全面推行网格党组织书记兼
任网格长制度；创新“网格自管会”“议事长廊”等网格化管理服
务新模式，广泛发动“两代表一委员”、共青团员、楼（栋）长、志愿
者、热心群众、社会组织等参与网格治理，吸纳各类市场主体、社
会力量作为“红色合伙人”，通过“组团式”服务，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米”。
同时，青岛积极推进企业网格化服务管理，组建“企业专业

网格员+城乡社区网格员+企业信息联络员”服务团队，通过创新
企业网格化全覆盖分类服务管理、问题逐级上报分级办理、政企
上下协调联动高效服务等工作机制，推动政企沟通更加顺畅。
记者从即墨区社会治理中心了解到，即墨区将 5300家企业纳入
企业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累计收集解决企业服务及诉求事项
5000余个，宣传推送惠企政策信息1400余条，营商环境得到有效
提升。

“我做网格员三年了，现在村里发展得快，变化也很大，网格
里的事虽然多，但还是能保证大部分小事不出村，我觉着能为乡
亲们办点实事挺好，没感觉累。”王明君说。

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网格员把基层社会治理推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让群众在一
方小网格中，体验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效能，提高了群众的
亲切感、信任感、安全感。

“王奶奶您好，我是网格员小王，康城社区最近有志愿者可
以给咱们免费更换纱网，咱家有破损的纱窗吗？”近日，崂山区金

18321名网格员，每天都在忙些啥
——青岛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助推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建设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 博

家岭街道康城社区给辖区内独居老人提供了免费更换纱网的
服务，老人们都拍手叫好。

这项服务推出的背后有着一段暖心故事。
网格员高鑫在日常看望所属网格独居老人单奶奶时，无意

中了解到老人家中纱网破了一个洞，不知道怎么办。高鑫马上
跟社区反馈，社区立即联系了志愿服务队和合作单位，换纱网
的人员和材料很快就筹备完成。同时，社区网格员们根据工作
中了解到的情况，挨个询问全社区独居老人是否有此需求，一
周时间就完成了事件上报、流转、处置、反馈各项流程。

“我们社区比较大，租房人口多，独居老人也比较多，上门
服务是我们网格员工作的日常，换纱网只是一件小事。”崂山区
康城社区网格长臧晓恩又举了一个例子：“网格内老人可以办
高龄补贴，但是知晓这项政策的老人比较少，网格员在日常入
户中了解到老人的基本信息，就可以及时通知老人，为他们提
供上门服务，实现‘政策找人’。”

网格员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业务培训是“服务是否精准”的
关键因素之一。青岛根据“分级分批、突出重点、全面覆盖”的
原则，健全城乡社区网格员队伍教育培训机制，区（市）、街道

（镇）协调联动，多层次、常态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分级分类培
训；建立“网格学院”，运用社会治理网格化智慧工作平台开展
线上培训，培训课程涵盖思想政治、业务知识、法律政策、专业
技能、信息化技能等内容。臧晓恩表示：“我们社区一共有19个
网格，网格员平均年龄30岁左右，会不定期对网格员组织培训，
内容包括最新政策法规、安全排查、网格系统平台操作等。”

在平度市同和街道，社会心理服务志愿者王女士可以为前
来心理咨询的群众免费提供放松推拿服务，她手法专业、耐心
细致，在社区居民中小有名气。而王女士加入社会心理服务志
愿队的背后同样有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

2022年底，王女士丈夫离世，悲痛交加的她将经营的推拿
店换成了黑色牌匾，网格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此事，报告至街
道综治中心并联系结对心理服务志愿者给予支持。经过4个月
的心理疏导，王女士最终走出阴霾。她坦言：“我一辈子都是给
别人推拿，没想到在心理咨询室，我可以躺在床上宣泄。从那
一刻起，我重拾希望并决定加入心理服务志愿队，将希望传递
给更多人。”

作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目前，青岛区
（市）、镇街综治中心心理咨询室、社会工作室开设率达到10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青岛模式已基本形成。同时市综治中
心积极鼓励和引导广大网格员、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广泛参
与城乡社区社会心理服务，组建了“1+10”（1支市级社会心理志
愿服务专家团+10 支区级社会心理志愿服务队）队伍，联动两
级，服务中心，深入基层，绘制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心理
志愿服务网络。

“一网治理”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

网格员既是网格的触点也是网格的支点，以网格为中心辐
射群众，撬动的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大局。

“我们小区入住率很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网格里的‘事’也
多了起来。”李沧区虎山路街道网格员何艳坦言：“网格化工作
对于矛盾纠纷化解起到了很大作用。”

何艳的网格覆盖李沧区蓝山湾一期中的几栋楼，之前，每
到下雨时，会有居民把电动车推入楼道，带来安全隐患。“开始
时，我们一般联系物业把电动车转移到安全地方，但是后来发
现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何艳说：“随着网格化工作深入开
展，小区群、楼道群不断健全完善，群里的人多了起来，居民有
问题可以直接在群内反映，网格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的效率快
了很多。”

令何艳没想到的是，工作群的建立推动了“电动车入楼道”
这个老大难问题的解决。“群里有人不断反映电动车乱停，有的
还直接把照片发到了群里，我们也会在群里发注意事项，所有
人都能看见。”何艳说：“电动车车主同样也能看见，发的多了，
车主也意识到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也就自觉把电动车主动
停到规定区域了。”

矛盾纠纷化解是网格工作的一部分，如何让网格精准、高
效、一体化运转，考验着城市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记者从
青岛市综治中心了解到，青岛市指导各区（市）城乡社区网格员
立足平安建设主责主业，积极履行矛盾纠纷化解、服务基层群
众、法律法规宣传等工作职责，推进“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
心规范化建设，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
条解决”，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今年以来，全市共化
解矛盾纠纷80590件。青岛市“1+1+N”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机
制获评第六届全国“法治政府奖”。

“我们建立了市、区（市）两级多部门参与的城乡社区网格
化服务管理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实现了各项服务管理工作的精
准化推进。充分发挥城乡社区网格员触角作用，主动摸排社情
民意，聚焦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的诉求问题，依托网格化智
慧工作平台应用系统，健全畅通问题发现、事件上报、流转处
置、督办反馈网格事项闭环管理流程，做到全过程响应、全链条
可溯，确保群众和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全面
提升网格治理效能，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政法工作做到
群众心坎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青
岛市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全市网格员已办结事
件141万余件，办结率达98%以上。

“我是网格员，也是服务员，现在走在路上经常有居民主动
笑着和我打招呼，拉着我的手说事儿，大家这么信任，我更要努
力工作，不让大家失望。”何艳拿着一摞卡片说：“这是暖心服务
卡，上面有附近派出所、医院、文化场所等的地址和电话，方便
居民办事和生活用，我这就给他们上门送去。”说罢，何艳又忙
碌了起来。

■即墨区北安街道网格员王慧龙（右）到青岛雅美尔家纺有限公司开展
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青岛西海岸新区藏马镇流动工作站网格员联合志愿者、环保办在横河川大集
开展禁烟宣传活动。

■崂山区金家岭街道康城社区定期举办“暖心桥”志愿者大集活动，网格
员免费为社区独居老人更换纱窗。

■莱西市河头店镇龙泉湖社区网格员在小区内开展普法教育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