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什么：关键小事
小小网格解决民生百事

临淄区闻韶街道晏婴社区
是典型的企地融合社区，最早的
楼宇1984年建成，属于老旧
小区。

“像高层的40号楼，有十几
对老人，他们平时自己住，有的
需要推着轮椅上下楼的，但因为
残疾人坡道短，他们年龄大了，
推着向下走很吃力。”9月6日，
临淄区闻韶街道晏婴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徐佳告诉记
者，针对此问题，社区第一时间
拿出便民服务经费为老人们加
长了残疾人坡道，解决了他们的
出行难题。

小到修门换锁，大到防疫防
盗，临淄在探索基层现代化治理
的道路上一马当先，深化“一网
三联”工作机制，以小小“网格”
推动形成共建共享基层治理格
局。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此前专
职网格员和社区工作者共存于
社区，两支基层治理的生力军在
疫情防控、民生服务、治安调解
等方面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作
用，但也存在工作内容重叠、职
责划分不清等问题，加之待遇有
明显差异，导致专职网格员职业
认同感低、工作积极性不高。如
何管好用好社区工作者和专职
网格员这两支队伍，成为各街道
和社区的管理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淄开启
了社区专职网格员转任社区工
作者的改革，推动“两员融合”。
今年，公开招聘专职网格员90
名，155名网格员转任社区工作
者，有效解决人员不稳定和工资
待遇差距。在此基础上，梳理形
成了74项社区网格员任务清
单、80项农村网格员任务清单，
并明确了考核细则，精准落实到
每一个网格、每一个人，真正实
现了“网定格、格定责、责定人”。

“两员融合”让专职网格员
上升渠道得到拓宽。临淄区不
但积极推荐优秀社区工作者作
为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选，每年还拿出公务
员、事业编名额定向招考，让表
现突出的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
会主任有更好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为严格落实“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总要求，临淄今年明确

了“团结向上、立足长远、实事求
是、有解思维、精准施策”的20
字工作方针，确定了“1221”工
作体系，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第一个“1”，是锚定
在全市“当旗手、作标杆”的目标
定位，方方面面拔头筹，条条战
线争第一；第一个“2”，是市对区
和区对镇办的综合考核、群众满
意度测评“两个抓手”；第二个

“2”，是指区、镇两级的攻坚克难
事项；第二个“1”，是要守牢守好

“一排底线”。
以“1221”工作体系为引

领，临淄在目前全区划分994个
物理网格的基础上，制定区镇村
三级网格划分示意图并上墙公
示，每个网格编码管理，确定网
格员四项基本职责，真正实现网
定格、格定人、人定责。与此同
时，城市社区网格员的服务管理
对象，也从社区居民拓展延伸到
网格内的驻地企业单位、商户、
门头房、餐点、建筑工地等，真正
实现管理无遗漏、服务全覆盖。

以临淄区的虎山社区为例，
社区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年
人。在疫情防控这种特殊情况
下，网格员、楼长和单元长的接
力下，如此庞大的“老年社区”得
以流畅运转。

9月11日，淄博市委书记马
晓磊到临淄调研民生工作，临淄
以规模适度、人员精干、职责明
晰的网格管理工作体系用力抓
好“关键小事”，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获得
了马晓磊的点赞。

靠什么：数字化+网格化
打造社区整体智治

8月1日一大早，临淄区辛
店街道溡源社区网格员谢世联
来到72岁老人刘爱美家中，经
过仔细查看，发现老人家中用水
异常的原因是马桶冲水处元件
老化，导致了漏水。很快，谢世
联就将水箱漏水问题修理好，并
对老人家中电器等进行了检查，
确保老人用电安全。

谢世联之所以能够快速定
位刘爱美家中用水异常，得益于
溡源社区正在使用的“高科
技”——— 社会治理智慧管理平
台。平台能够通过连接居民家
中智能水表，实时在线监测居民
用水情况，一旦居民家中出现持

续低水量、持续高水量、高峰零
水量等异常情况，平台便触发预
警，再由社区网格员上门查
看……

这样富有科幻色彩的场景
背后，是临淄区做实“网格化+
数字化”的有效实践。

直面现实问题，从人民群众
的需求出发，临淄区在清晰划定
994个物理网格、实行994名网
格员编码管理，强化“党建引领”
这一核心，进一步细化治理单
元、延伸治理触角，城区建立起

“街道—社区—网格—楼长—单
元长—群众”六级管理模式，选
拔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党员
担任红色楼长、单元长，农村依
托“一网三联”，结合人居环境大
整治，建立起“镇—片—村—网
格—街巷长—群众”六级管理体
系，实现了从上到下的无缝管
理，给出了党建引领下“网格化
+数字化”的“临淄方案”。

技术层面，临淄区聚焦实现
网格基础信息一屏统纳统览、重
点人群实时管理预警、民生诉求
网上闭环处理、部位远程监控查
看、疫情防控精准研判发力、便
民服务一网直达直办、网格工作
在线考评公示“七大功能”，建设
了临淄区社会治理信息平台，纵
向实现区、镇（街道）、村居、网
格、户五级数据共享和数据流
转，横向打造信息纳统、人员管
控、便民服务、疫情防控等特色
应用场景。

实现上述的关键，则是临淄
以创建全省“工业强县”为引领，
深入推进传统产业“五个优化”，
实施了145个智能化改造项目，
实现从“人治”到“智治”。当前，
临淄正依托“数字化+网格化”，
在闻韶、雪宫、辛店三个街道试
点运行社区智慧管理，用“千里
眼”“顺风耳”来解决人民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

当下，智慧人社、智慧养老、
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多行业应
用体系建设正在临淄深入推进。
目前，临淄区的齐智养老服务平
台已覆盖全区13万老年人口，
监管全区13处养老机构、38处
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08处
农村幸福院、40余处长者食堂。

怎么治：一站式矛调
社会治理品牌矩阵逐渐形成

今年9月，临淄区金岭回族
镇某村的老人王某因儿媳不孝
顺，决定自己去世后由儿子和六
个女儿共同继承房屋。由于双
方矛盾较深，房屋迟迟无法办理
变更登记，“邻里之家”的调解员
常玉美、于锋章根据当事人的申
请介入调解。经过反复协商，六
姐妹统一把房屋登记到王某孙
子名下。至此，原本剑拔弩张的
一家人握手言和，一起持续了大
半年的房屋继承纠纷得到化解。

调查中记者获悉，“邻里之
家”内设乡贤议事厅、百姓谈心
室、法律咨询室、心理咨询室等，
成立了由老村民代表、老党员、
老退伍军人、老教师、老干部组
成的“乡贤议事会”，群众有矛盾
纠纷来这里寻求调解，没事来和
乡贤们议一议村居事务，让村居
事务工作在阳光下依法开展。
在金岭回族镇，这样的“邻里之
家”虽然只有4处，却能把全镇
百姓的绝大多数矛盾纠纷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做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实现了邻里和
睦，乡风和谐。

临淄区闻韶街道晏婴社区
第十网格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
齐鲁石化退休职工、退役军人的
于军阔，虽然今年已经65岁，却
利用自己家的储藏室在稷下北
小区打造了“老于爱拉呱”网格
支部品牌，社区为他配齐了马
扎、便民工具箱，成为了离居民
群众最近的党员服务站，不仅利
用“马扎座谈”的形式宣传政策，
还为居民提供便民维修服务，调
解矛盾纠纷，收集社情民意等。
这个家门口的“服务站”，让百姓
的烦心事少了一大半。

今年7月，外来务工人员徐
某因工资发放问题到临淄区辛
店街道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寻求
解决，街道第一时间接待登记，
并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区人
社局、住建局、施工单位、建设单
位、法律顾问等召开议事会，对
该起案件进行协商处置，最终
20名工人约15万元工资全部结
清。问题的解决得益于辛店街
道在推动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
设过程中，创新打造的“12345+
N”基层治理模式的发挥。据了
解，辛店街道打造了集纠纷调
处、信访接待、法律服务、心理疏
导等服务功能为一体的“齐辛相
惒”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中心通过整合多类职能、协调各
方资源，实现诉非对接联动、村
居网格管理、数字治理研判等工
作统筹处理，真正让矛调中心成
为矛盾化解的“终点站”。

在临淄其他镇街道，都建起
了类似“齐辛相惒”的一站式矛
盾纠纷调处中心，形成了皇城

“民安皇城”、稷下“和衷共稷”、
闻韶“闻声而动”等具有齐文化
特色的工作品牌，以及雪宫街道
胜辛“辛悦四方”、桑杨“和言悦
色”、雪宫“新雪初霁”和闻韶街
道晏婴“和合晏婴”等社区品牌，
搭建起了区、镇街道、村社区层
次分明、特色鲜明的“齐·治理”
社会治理品牌矩阵。

今年以来，临淄发生进京访
起 数 、人 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57.14%、42.86%，赴省访起数、
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36.36%、
22.58%，最大限度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水平和群
众满意度、获得感。此外，今年
上半年，临淄区一站式矛调中心
接待来访群众584起3289人次。
在全区调解的3287件矛盾纠纷
中，村（社区）调处各类纠纷
2471件，镇街道调委会调解546
件，区行专调委会调处270件。
简单计算不难发现，上升到区级
调处化解的矛盾纠纷，仅占全区
总量的8.2%，不足10%，而镇街
道、村社区层面调处的矛盾纠
纷，高达91.8%。这足以表明，
临淄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激活了社会治理“神经末
梢”，治已病更治未病，做到了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街、难
事不出区、矛盾不上交”，切实把
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
推动问题及时就地解决。

近日，山东省基层治理实验
区（点）名单公布，临淄区、雪宫
街道及闻韶街道辛东社区入选，
临淄得以成为淄博唯一涵盖区
县、镇街、村社区的区县。

随着“网格化+数字化”的
推深做实，矛盾纠纷一站式、多
元化解决组织体系的搭建，社区
智治水平提质增效，临淄区基层
矛盾纠纷调处由此被按下“快捷
键”的同时，过去基层社会治理
难题被一一破解，绝大多数矛盾
化解在镇街道、村社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马景阳 王继洋 孙良栋

基层治理的“临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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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化于无形，大事化于初始，难事化于诉前，城市基层治理的诸多难题，在“治理赋能”的淄博市临淄区面前，土崩瓦解。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临淄区以小小“网格”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的基层治理体系，聚力破解制约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突出问题，最

大限度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水平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奋力打造出社会治理现代化“临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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