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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的效果好不好，关键
要把指挥棒交到老百姓手中，看看
那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看
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获得感。

江北区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一
方面加快“1612”和“141”两大机制体
系衔接贯通，优化“网格吹哨、部门报
到”流程再造，让网格运转更聪明、更
智慧，另一方面也让数字为治理赋
能，以队伍变革重塑网格力量。

一套底册明格情。分类建档“四
本册”，即实际居住名册、重点人群
名册、重点单位名册、区域资源底
册，全面掌握网格基础信息。在 4 月
的疫情防控中，实现 5 小时高效完
成全域 49 万人次核酸检测，确保应
检尽检、不落一人。

一个平台抓流转。打造党建统
领整体智治“云平台”，实现数据智
能归集、分类、研判、流转，以数据

“跑步”代替干部“跑路”，使矛盾纠
纷、群众诉求等纳入平台实时管控，
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成效。

一张清单管执法。全面推进“赋
权执法+属地联动执法”模式，编制
形成 73 项属地联动执法高频《事项
清单》和《工作原则》；推行综合执法
进小区，出台 23 类 60 项社区事项执
法清单，累计解决跨门营业、占绿毁
绿等“老大难”问题 2.57 万件。

一个闭环促落实。网格发现的
问题由网格员直接办理，重点难点
问题按照“网格吹哨、分级转办、响
应处置、核查反馈、考核评价、事件
归档”流程，实行分级流转、闭环处
置，目前已累计解决民生“关键小
事”20 余万件次。

比如，文教街道大闸社区就通
过整合优势资源，联合小区居民、企

业职工等多元主体，发动数字人力
园、姚江卫生服务中心等多方力量，
借助 6C 联盟、甬爱 E 家等多点阵
地，组建“蜜邻微+”联盟，涵盖 600
余人、60 多家单位、5 个阵地，实现
了“人财物”资源的有效整合，让有
时间的人员参与进来、有资源的单
位融入进来。

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等群众
急难愁盼的问题，大闸社区孵化了
一系列优质服务资源：精心培育的

“健康管家帮”，既有专业团队，又有
专业设备，服务内容从最初的测血
压逐步拓展到健康监测、科学饮食
等；引入民营资本，率先建成 0—3
岁幼托班，解决年轻家庭的后顾之
忧；老年大学、幸福学堂让老年人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

青秀澜湾小区是交付不到两年
的 新 小 区 ，目 前 常 住 人 口 2500 余
人，小区日常管理人手较为紧张，在
面对疫情防控、抗台抢险等重大突
发情况和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
时，更显捉襟见肘，压力极大。面对
这一现状，小区建立起党支部，统筹
业委会、物业和志愿者建立起“15
分钟应急处置链”，实现了服务提升
—业主满意度提高—小区治理有序
的良性循环。

有一次凌晨 2 点，小区接到紧
急全员核酸检测通知。党支部负责
总体统筹、设置点位、协调物资等，
物业负责点位布置、大门值守、秩序
维护等，业委会负责点对点通知到
每一户居民，志愿者负责每一幢的
小门值守、检测引导⋯⋯从接到通
知到分工处置仅仅用了 15 分钟，第
二天井然有序的核酸采样点成为

“别人家的小区”模板。

优化流程再造

聚焦急难愁盼，“一呼百应”解难题

把“大党建”融入“小网格”
江北“微网格”拼出党建统领基层治理新图景

编者按：
面对基层治理这一课题，如何真正“牵一发而动

全身”？
作为宁波核心城区之一，江北的回答是把“大党

建”融入“小网格”，把党组织的力量凝聚到最小作战
单元，打造“北岸红·全域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建
设新高地。

近年来，江北区以党建工作为统领，以基层管理
体制改革为牵引，以融合型大社区大单元治理为突破
口，织密党建统领、训战结合、平战一体的微网格，
切实打通党建统领整体智治的“最后一纳米”，全面提
升党组织“一贯到底、一呼百应”的统领能力。

把支部建在小区上，服务群
众零距离——在江北，党建的作
用发挥，不仅仅在高大上的政策
引领上，更在看得见的基层日常
治理上。

今年以来，江北区深入推进
“支部建在小区上”工作，目前
全区 180 个小区已组建小区党支
部 ， 实 现 党 组 织 覆 盖 率 100%，
同时积极推进小区党建示范点建
设工作，走出一条在党组织领导
下居民自治和物业管理服务良性
互动的“新路子”。

朱佳苑小区是典型的拆迁安
置小区，因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不
到位、业主违规行为监管难等问
题，居民与物业的矛盾不断加
剧，管理难度较大。社区党委牵
头组建小区业委会党支部，紧抓
矛盾，直击问题，让“红色业委会”
充分扮演好“调解器”的角色。

“小区居住环境变好了，停
车更加方便有序了，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了‘红管家’，小区大大
小小的事情有了能拍板的‘主心
骨’。”提起小区近年来的变化，
甬江街道朱家社区朱佳苑小区的
居民张先生对“红色业委会”连
声称赞。

自从业委会党支部成立以
来，社区党委书记、小区网格
长、联社民警、物业代表等和小
区事务有关的成员线上一并加入
居民业主群，让业主的问题“最
多反映一次”；线下则通过设立

“红管家”议事厅，召开居民议
事会、“红色业委会”恳谈会等
方式，定期协商决策涉及本小区

的重大事项，协调解决重点矛盾问
题。

“以党建引领带领居民自治，
党员加入之后，小区治理有了一支
有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队
伍。”朱佳苑小区业委会党支部书
记柯国平如是说。如今，“红色业
委会”正在不断完善党建引领下的

“六议两公开”机制，带动更多居
民参与到小区改造和治理活动中，
做到小区的事情小区居民自己议、
小区的事情民主决定办，让党的领
导贯穿于小区管理全领域全过程。

无独有偶，家住洪塘街道祥北
社区春晖佳苑小区 23 单元的居民
陆师傅，近日就通过小区党支部书
记张宏解决了一大难题：“家门口
的电梯大理石门框大面积脱落，存
在安全隐患，之前直接找物业维
修，但因为费用和流程问题无法马
上处理。向我们小区党支部书记反
映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就给修好
了，还弄得这么好！”

在春晖佳苑小区，物业维修资
金使用有规定，超过 1000 元至少
需要 2 个业委会成员签字审批。张
宏既是小区党支部书记，又是业委
会副主任，便发挥自己在小区党支
部和业委会“双向进入、交叉任
职”的优势，统筹协调物业、业委
会为居民切实纾困解忧，得到了广
大居民点赞。

“远亲不如近邻”，这是古代中
国人留下的文化智慧。而今，通过
党建引领构建群众身边的“红色堡
垒 ”， 不 仅 拉 近 了 干 群 之 间 的 关
系，也让整个小区更加相亲相爱，
焕发出满满“邻”聚力。

红色引擎聚“邻”力

坚持党建引领，让堡垒更坚固

对标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江北区通过不
断织密织细“小网格”，练好基层治
理的“绣花功夫”。

在江北，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
都有党组织的力量在予以支撑。通
过组建“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网
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党建工作
体系，不仅每个小区成立党支部，每
个网格还成立了党小组，做到“堡垒
建在网格、党员沉在网格”。

“一网一格”，靠的不是拍脑袋，
而是根据不同实际情况和基层基础
的“量身定制”。比如，按照 50—80户
标准，以小区楼道、村民小组为基本
单元设立人居网格，以学校、医院、商
圈等为基本单元设立专属网格，优化
延伸微网格 3339个，统一编号赋码，
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联动指挥
网格体系。

纵向，织密城市社区“社区党
委、小区党总支、基础网格党支部、微
网格党小组”四级组织体系、农村社
区“行政村党委（党总支）、基础网格
或自然村党支部、微网格或村民小组
党小组”三级组织体系，建立 803 个
基础网格党组织、3339个微网格党小
组，实现“战斗指令直线传递”。

横向，建立楼道（楼层）会客厅
—物居业（村社企）议事会—区域治
理联盟等功能型组织体系，将物业
公司、“两新”组织、社会团体等各方
主体纳入网内，成立 138 个党建议
事会、46 个红色治理联盟，实现“应
急指挥全线激活”。

不仅如此，三支精锐队伍全面
下沉网格——“主力部队”是村民小
组长、小区楼道长、物业管家、业委
会等自治组织参与网格公共事务，
让“自家人”管“自家事”；“先锋部
队”是结对部门机关干部、市直机关
在职党员建立党员突击队，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联合部队”则是市场
监管、综合执法等下沉执法部门，

“两新组织”等辖区共建单位，党员
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发挥特长、补位
支撑，绘就网格治理“同心圆”。

有了运行的“骨架”，再添上治
理的“血肉”，基层治理的蓝图才能
有条不紊地落到实处。

目前，江北已累计开展业务培
训、实战演练、网格拉练等 120 余
场，参训人员 5000 余人次，自 4 月
10 日疫情防控“163”应急响应机制
激 活 以 来 ，已 累 计 调 配 机 关 干 部
6600 余人次、党员志愿者 5500 余人
次下沉网格，开展核酸检测、流调溯
源、守门值岗等工作，汇聚起全社会
群防群控的抗疫正能量。

前段时间，文教街道就因为微
网格的快速响应，成功阻止了一次
超规群租房的发生。“有了基础网格
工作的覆盖到位，才有‘格情格事’
的及时掌握和快速处理。”文教街道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建立责任到
人、联系到户到基层治理“微网格”，
微网格员利用“老街坊”“老邻居”

“老熟人”的优势，掌握网格内的动
态情况，及时响应群众诉求，用“小
网格”彰显了基层治理“大作为”。

织密织细“小网格”

依托“一网一格”，让治理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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