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月 1日，新年伊始，该局 100余
名网格管理人员在局领导的督导下，全部到

岗到位，依法开展巡查执法和纠违纠章工作，

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在我区正式

付诸实施。

“施行网格化管理工作，是推动城市管理

由被动式向主动式、阶段性向常态性、突击型

向长效型转变的重要抓手，是加快实现城市

治理的基础环节。”余磊表示。为让该项工作

立足实干、突出实效，该局专门成立了由局长

任组长的工作推进领导小组，从三个方面抓

好具体的实施工作。

管理全天候。为切实扭转过去管理人员

“出勤不出力”“出门一条龙、收工一阵风”的

局面，该局以打破“吃大锅饭”思想为切入点，立

足网格实际，突出管理绩效，着手改革过分集中

统一、呆板之后的勤务制度，通过灵活安排网格

勤务，自主开展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网格管理人

员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其自觉种好责任田、认真

管好承包地。与此同时，取消双休日制度，改为

轮休制，从根本上解决了节假日力量不足、管理

松懈、秩序混乱等现实问题，确保管理无缝隙、

执法无漏洞。

执法有重点。为全面扫清网格化管理工作

推进的障碍，该局针对城市环境秩序方面多年

累积的各种“顽疾”，以中队为单位，全面排查城

市绿化、道路、杆线、标牌、栅栏、井盖等城市家

具的完好性与整洁度，并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

了声势浩大的整治行动，重点治理道乱站、摊乱

设、牌乱竖、物乱堆、衣乱晒、车乱停等城市乱

象。据统计，短短一月时间，该局先后开展各类

整治行动65次，纠正各类违法违章行为5370余
次，为网格化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环境基

础。

考核多方位。专门制定了网格化管理工作

考核办法，从街面序化管理、智慧城管处置、服

务态度及执法形象等三方面入手，根据网格管

理的难易程度，细化工作考核的评分标准，通过

专门考核队伍的常态化督查考核，客观评价网

格管理人员的工作绩效，并将考核结果与绩效

奖金直接挂钩，做到真奖真罚，大幅度拉开分配

档次。其中，对月度绩效考核进行五级评定，并

设置年度网格管理先进奖，对管理优胜、绩效显

著的网格管理人员给予重奖。

>>> 谋求实效，讲好城市治理的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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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

小网格托起大城管 小舞台亦可大作为
记者 许犇 通讯员 陈旻

沿街叫卖的无证摊贩怎么取缔？随意停放的车辆秩序怎么规范？工
地外围的环境卫生怎么监管？伺机抢建的违章建筑怎么治理……

这些问题，既影响到市民人居生活环境的优化与改善，又关系到现代
化健康美丽新城区的建设与推进。作为城市管理主要职能部门，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在奉化撤市设区一周年之际，紧紧围绕宁波市

“名城名都”的建设目标，审时度势，科学决策，自我加压，负重前行，通过
戮力推行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主动顺应由县域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型跨
越的新常态。

根据全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我区

城市管理体制调整的总体部署，截至 2018年
1月 20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

首批划转到位的行政执法职能，由原来的 7
个领域扩展了 9个领域；同步划转实施的，还

有区住建局原行使的市政、园林绿化、路灯、

市容环卫、供水、排水、节水、污水处理、燃气、

供热及农村生活污水运营等方面的管理职

能。面对如此繁重又完全陌生的执法任务和

管理工作，该局上下全体干部职工能否交出

一份令市民满意的答卷？

“把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当作提升城市

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一件头等大事来

抓，没有任何退路。”该局党委书记、局长余磊

在全局动员会上下达了决战死命令——聚全

局之心，汇全局之智，举全局之力，背水一战，

务求全胜！

这是一种现实需要，更是一种责任担

当。一方面，长期来所形成的城市管理传统

模式，使城市乱像始终无法跳出“整治—回潮

—再整治—再回潮”的怪圈，难以真正实现实

时化、精细化与长效化管理；另一方面，撤市

设区后，奉化在融入宁波主城、实现跨越发展

的时代步伐中亟需适应的高标准与严要求，

倒逼城市管理与执法工作奋起直追，迎头赶

超。

2017年底，该局在经过多方调研、科学

论证的基础上，正式推出城市管理网格化这

一工作新举措。所谓的城市网格化管理工

作，就是根据城市功能区块的总体布局，结合

市政道路的纵横交错，把城市划分成若干责

任区域，实行全天候综合监管。为了打好这

一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连出三招重拳，破除

机制上的藩篱。

“权往下放”，实现科队割裂状态的“破

冰”。将首批划转的行政执法职能，全部下放

到属地执法中队，由属地执法中队组织实施，

切实扭转了科队各管一段、各抓一块的割裂

状态，理顺了科队之间的工作关系；全面落实

首问首接制度，为避免相互推诿、相互扯皮等

不良现象的发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事往下分”，实现监管责任主体的明确。

属地执法中队作为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的

一线实战部队，按照事权一致原则，依法承担了

“管好城、治好乱”的行政执法工作责任。在此

基础上，根据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的部署和要

求，通过权力再梳理和任务再分解，把管城、治

乱、纠违的具体事务落实到辖区内的每个网格，

由各网格管理人员甄别处理、比对实施。

“人往下走”，实现一线工作力量的充实。

目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直管范围为锦屏、岳

林两街道和原经济开发区，总面积约 20平方公

里。通过合理划分，共设置管理网格 41个，按

照每个网格配置4至5名管理人员计算，至少需

要管理人员 160名，人员缺口较大。为保证这

项改革的顺利推进，该局以内设机构调整为契

机，通过压缩机关人员配置、精简工勤人员编制

等一系列手段，深入挖潜、积极腾编，将精减出

的 12名科室、工勤人员悉数充实到执法管理一

线，确保网格有人在、事情有人做。

>>> 背水一战，打破管理机制的旧藩篱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小小的网格

能否看得到问题、接得住任务、办得好事情，

有力撑起大城管的工作格局，既需要网格管

理人员的全身投入，更需要局属相关部门的

多方联动。为此，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打造

城管“铁军”、展示城管风貌为要务，从三个方

面着手，积极为网格化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行，

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环境。

重投入，加强中枢指挥系统建设。依托

智慧城管平台，着手推进城市管理和综合行

政执法中枢指挥系统建设。今年以来，该局

在智慧城管系统平台现有设备和规模的基础

之上，通过开源节流，追加投入 60多万元，先

后购置执法记录仪67只、城管通117部、对讲

机 19台，基本实现了人手一套执法设备的装

备配置要求，为网格管理人员开展单兵作战

提供了后勤保障；及时打通执法记录仪、城管

通与智慧城管系统的实时对接，精准定位网

格管理人员的行动轨迹，及时掌握网格管理

人员的工作动态；合理界定中心座席员与信

息采集员、核查员的工作职责，全面推行智慧

城管系统平台 24小时值班制，方便市民投

诉、举报；网格管理人员兼职信息采集员和问

题处置核查员，随时采集城市管理事、部件问

题，随时接受中枢指挥系统的工作指令，随时

处置中枢指挥系统的交办任务。自该模式推

行以来，该局智慧城管系统平台累计接收大

小事部件653件，核查办结653件。

建机制，推出科队联动工作模式。从现

场处置、案件查办、处罚执行等各个环节着

手，进一步理顺了业务科室与执法中队之间

的工作关系，明确了业务科室与执法中队之

间的联动制度，营造了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为网格化管理工作的精准实施提供了制度上

的保障和支撑。如在联合做好重大、疑难等案件

的现场处置工作方面，规定对网格管理人员巡查

发现或上级交办处置的案件，属地执法中队要在

控制案发现场的同时，主动联系相关业务科室；

业务科室应即时派员介入，指导中队做好现场勘

查、现场处置等工作，确保科队之间的管理不脱

节、执法不掉链、关系不断裂。

强配合，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针对城市

管理职能划转以来，执法与管理“两张皮”尚未完

全粘合的实际问题，适时提出了“聚焦一个目标、

共担一份责任、形成一股合力、打开一种局面”的

要求，通过组建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微信群，把

市政、环卫、园林、路灯等相关业务管理处和属地

执法中队融为一体，与属地执法中队互为支撑、

互为畸角，实行抱团管城治乱，从而打开了城市

管理与行政执法“两条腿走路”的全新局面。

>>> 沉身到底，唱响全局联动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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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员与业务科室人员在网格辖区内检查

网格员与业务科室人员检查小餐饮燃气安全

网格员张恩波在巡查中发现建筑垃圾，立即用城管通采集信息并上传至智

慧城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