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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关注

444400名名网网格格员员把把社社区区服服务务跑跑““活活””了了
鄄城实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网格员跑开了，基层各项公共服务搞活了

文/片 本报记者 景佳
通讯员 杨兆福

社区民警多了好帮手

菏泽警民比例不足万分之五，社区民警少之又少，社区警务工
作深受警力少，人员难下沉、时间难保证、监督难到位等问题困扰。
一个社区民警，面对上千人的社区，逢事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

然而在鄄城，这里的社区民警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自去年7
月份，一支由当地县委县政府牵头组建的440人网格员队伍，开始帮
他们服务群众、收集信息、调解纠纷，使得每个社区民警身边都有了
多个好帮手，从而在全县范围形成了“一区一警+N个网格员”的运
作模式。

这既是鄄城实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效果，也是该县警方利用社
区网格化工作模式开展社区警务创新的成果。一年来，这里的社区
警务工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

“几乎每天早、中、晚我都要进
社区，与社区居民唠家常、解难题，
或是采集基础信息，有时还会协助
社区民警收集治安信息、解决需要
跟进的事项。”38岁的刘俊芬作为鄄
城县440名网格员之一，她在鄄城城
区乐园警务室上班，和其他5名同事
一起服务一个4600余人的社区，其
社区有6个居民区，经过分工，刘俊
芬负责新世纪小区。

2012年7月，一支由鄄城县委县
政府牵头组建440人的网格员队伍，
开始帮社区民警服务群众、收集信
息、调解纠纷，使得每个社区民警身
边都有多个好帮手。

刘俊芬告诉记者，为实现对辖
区居民档案化管理，组建数据库，她
过去一年主要工作是采集基础信

息。对于自己的工作，她颇为自信，
“能保证扎实，对流动人口的动态基
本能做到流入一个，登记一个；流出
一个，注销一个。”

“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以往这
些活以及维护治安秩序、化解居民
纠纷只有我和两名协警干，工作时
间、精力都不够用，现在有了6名助
手，社区警务工作的开展没了死角，
而且信息明了、数据准确。”曾与刘
俊芬搭档过的社区民警张勋说，增
加6个人就相当于多了6双眼睛、12

条腿。虽然网格员还有计生等其他
方面的工作，但他们上门串户使用
的登记表集合了各项业务，也就是
说一张表上能反映治安、民政、计生
等多项情况，信息经过整合后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能。

社区警务模式之变

鄄城县公安局局长李继德告诉
记者，面对区域特点和辖区治安情
况，2009年鄄城县公安局新一届党
委审时度势，提出“以打开路，以防
固基，五年实现社会治安管理规范
化”的工作思路，并决定在凸显“严
打”这一公安品牌同时，构筑立体化
防范体系：即架天网——— 实现视频
监控全覆盖，织地网——— 实现社区
警务全覆盖，流动巡查——— 实现城
乡防控机制全覆盖。

在按部就班实施过程中，鄄城
县公安局借助全市“天网工程”，率
先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流动巡查
方面，城区按照“交警管点、巡警管
线、社区民警管片”巡控模式，最大
限度地屯警街面，实现城乡防控机
制全覆盖。然而，地网工程——— 社区
警务工作却进展不顺，虽然划分106

个警务区，但因警力不足，多数警务
室基层管理工作时间难保证、监督
难到位，社区警务全覆盖的目标成
为纸上谈兵。从而，立体化防范体系

构筑遇到瓶颈。
李继德说，转机出现在2012年

上半年。当时，鄄城县委、县政府决
定招录部分计划生育协管员，强化
对育龄妇女管理。县公安局获悉后，
专门向县委、县政府写出报告，提出
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思路，建议全县实
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由县委政法委牵
头，统一招录社区工作人员，统揽公
安、计生、民政、房产等职能部门的相
关工作，既能整合社会资源又能提升
政府服务效能。由此，鄄城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作为“平安鄄城”建设和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摆上重要
议事日程，并下发实施意见。

通过科学论证和统一规划，全
县在划分106个警务室基础上，社区
以居民小区、楼幢等为基本单元，村
居以自然村落、片组等为基本单元，
再细分为440个网格，其中城区70个
网格，平均管辖1651人；农村370个
网格，平均管辖1930人，从而形成

“一网多格”社区警务管理体系。

运作模式全县铺开

2012年7月，鄄城县委政法
委面向全县公开招录440名“网
格员”，其工资由县财政支付
60%、乡镇支付40%，签订合同，解
决养老保险。同时，制定《网格员
考核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
为最大限度地调动“网格员”的
工作积极性，鄄城县公安局每月
拿出两万元，设立网格员奖励基
金，对考核前3 0名的进行2 0 0-
1000元不等的奖励。

2012年8月，经过一个月专
业培训，440名网格员全部到岗，
参与到社区警务工作来，从而形
成“一区一警+N个网格员”的运
作模式，使社区警务工作网格化
得以全面铺开。

鉴于社区警务工作主体为
民警，鄄城县公安局结合自身实

际，首先盘活内部警力资源解决
主体问题。他们通过返聘二线民
警上岗、鼓励在职民警报名、挑
选新招事业编民警下社区等渠
道，确定106名社区民警，并明确
规定，一律不给社区民警下达破
案指标，一律不准抽调社区民警
从事大型活动和警卫任务，一律
不准社区民警在派出所里面值
班备勤，一律不准随意调动社区
民警的岗位。同时，出台政策，拿
出专项经费，对社区民警每人每
月补助生活费800元，统一解决
手机话费，年底被评为“优秀社
区民警”的，最高奖金两万元；对
长期扎根基层、工作实绩突出的
优秀社区民警，优先评功授奖，
优先解决职级待遇。

一年来，440名与刘俊芬一

样的网格员，在各自辖区串百家
门，知百家事，与群众谈心交友、
扶贫济困，言谈话语中，掌握第
一手民情民意，为老、弱、病、残、
孕等行动不便的人员提供上门
服务。并以“社区六进”为载体，
集送证上门、法律宣传、防范示
教于一体，开展各项宣传活动。

今年以来，鄄城县采集更新
人口、场所等基础信息800405条，
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268条，直
接破案106起，抓获逃犯28名。截
至今年7月底，全县152个网格、35

个警务区实现刑事零发案，分别
占网格和警务区总数的34 . 5%和
33%；通过社区民警、网格员采集
信息预警重大事件17起，排查化
解矛盾纠纷3026条，督促整改安
全隐患456处。

网格员是我们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和非常好的纽带。在公安
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咱们的网格员发挥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为情报信息的收集、矛盾纠纷的调解、社会管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深受
咱们鄄城城乡广大老百姓欢迎的一个群体。

——— 菏泽市公安局局长 单立新

局长点评

社区网格员对辖区居民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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