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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回村当起专职网格员

乡亲们从怀疑到竖起大拇指
“家家户户都有争吵，但都很快能和好，因为一家人没有隔夜

仇。”这是今年1月2日，管洪健在工作日记中写的感言。
当天一大早，管洪健在巡查中发现路边一对夫妻吵得很厉害，他

赶紧上前询问。原来，这对夫妻家里的一串钥匙不见了，因此互相责
备对方没保管好。管洪健一边劝，一边提醒他们再认真找找。结果
夫妻俩最后找到了钥匙，连连对他表示感谢。管洪健的感言正是基
于这次调解写下的。

上岗三个月来，管洪健的工作日记已经记了厚厚一本，里面记载
着他巡查中遇到的邻里纠纷、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等问题怎样
解决、效果如何。他说，这样做对自己也是一种学习。比如2月4日，
他进村走访时，碰到两户邻居发生纠纷，其中一家的租户做饭时油烟
老往隔壁邻居的门窗里飘。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管洪健吃不准，赶
紧通过“平安通”上报到村里。很快，村里派人到现场了解情况、调解
纠纷，双方很快就和好了。管洪健的工作日记中就好好记下了这件
事的解决过程，“以后再碰到类似的情况，心里就有底了”。

管洪健负责的新桥镇新桥居第一网格有450户人家，人口超过
2000，其中不少人的年纪跟管洪健父母的年纪差不多。一开始大家
看他年轻，都怀疑他能否把事情做好。一段时间后，管洪健用自己踏
实的作风和负责的态度，让大家纷纷竖起了大拇指，许多人开始主动

向他反映问题。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管洪健在2月6日的日记里写到。原来

这天有村民向他反映说村里一出租房内有人可能在非法行医。管洪
健觉得事情重大，马上向辖区派出所和村里报告。很快，这个还没来
得及开张的非法行医点就被取缔了。

“每天都能帮乡亲们解决问题，既有收获，又很充实。”管洪健说，
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就是因为它能给他获得感。他的父母对他的
选择也很支持，“这也是为村里平安发展做贡献”。

门槛不低按星级管理

专职网格员并不好当
像管洪健这样的专职网格员，在台州路桥区还有602人。这些人

在成为专职网格员前，都经过了服务意识、调解能力、服务水平、操作
技能等项目的考核，还参加了相关业务培训。

路桥区新桥镇综治办主任林福红说，同以往的兼职网格员相比，
专职网格员工作更投入、时间更有保障。以管洪健所在的新桥居为
例，每位专职网格员每天要巡查两次，每次超过两小时。他们上岗第
二个月，通过“平安通”上报的各类信息有143条，数量比前一个月增
长七成。

据了解，目前台州路桥区优化调整为603个网格，每个网格配有
1名专职网格员。为保障这支队伍的稳定，1月11日路桥区委常委会
专题研究并通过相关意见，明确区财政每年保障2200万元以上，按每
个网格3万元的标准下拨经费，其中20%设为考核奖专项资金。同
时，鼓励有条件的村（居）适当提高薪酬奖励。

有奖也有罚。镇（街道）每季度将根据基础信息录入率、动态信
息采集率、应知应会知晓率、网格评价满意率等对专职网格员进行星
级评定，其中三、四、五星级专职网格员，考核奖分别按80%、100%和
120%发放；未达到三星级的，考核奖仅按50%发放；对工作不到位、考
核不合格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则将予以清退。

经过几个月的试点，路桥区三个试点镇（街道）基本实现了“工作
部署到网格，检查工作看网格，了解情况问网格，化解风险看网格”的
目标，1月份试点镇（街道）有效警情数同比下降20.4%，降幅高于全区
11.1%；全区网格员录入的平安信息中，有近半来自试点镇（街道）。

半年舟车劳顿 帮戒毒人员重树信心
2016年5月，90后小伙子黄健通过招聘考试，成为丽水市莲都

区曙光服务管理救助中心的一名禁毒社工。他接手的第一个社区
戒毒人员，是家住莲都区峰源乡的女孩小郑。“刚开始，根本联系不
到她。她的电话不是关机就是不接。”为此，黄健和同事坐了2个多
小时的汽车赶到位于深山的小郑家中，就为了打开小郑的心扉。

说到小郑，她的父亲直摇头。因为父母离异，年少的小郑早早
混迹于社会，结果交友不慎染上毒瘾。在警方的一次例行检查中，
小郑被处以行政拘留，并到曙光服务管理救助中心接受社区戒毒。

面对黄健他们的到来，小郑刚开始根本不理睬，神情也很颓
废。如何让小郑迷途知返？看着这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孩，黄
健认真思索了一番，有了主意。

于是，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黄健一次又一次地跑到小郑家
中，和她谈理想、谈生活。慢慢地，小郑不再对黄健冷眼相看，开始
和他说自己的担心和顾虑。现在，一看黄健到家里来，小郑都会端
茶送水热情接待，“我现在想通了，自己要好好康复”。看着小郑一
点点建立起自信心，黄健觉得这半年的舟车劳顿值了。

不久前，小郑特地给黄健打电话，说自己找到了工作，等发工
资了要请黄健吃饭，还说以后也想成为一名志愿者，像黄健一样为

禁毒贡献力量。听到小郑电话里爽朗的笑声，黄健也笑了，“这就
是社工工作给我的成就感啊。”

据莲都区综治办副主任兼禁毒办副主任王文俊介绍，为了帮
扶戒毒人员，曙光服务管理救助中心根据人员实际情况开展工作，
帮助戒毒人员重建信心。同时，他们还积极联系慈善等单位，给予
困难戒毒人员一定的经济补助，并帮他们联系用人单位推荐就业。

因感动而感恩“瘾君子”变身公益达人
小波是丽水市红十字会志愿救援队里出了名的热心肠，救助车

祸受伤老人、上山搜寻失联孩子……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小波的身
影。可没多少人知道，这样一位热心汉子，曾是一名“瘾君子”。

2008年，小波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可是，有一次在朋友家中，他
第一次接触到毒品，随后就越陷越深。2013年，他被送去强制戒毒。

2015年3月，小波被转到曙光服务管理救助中心接受社区康复
管理。禁毒社工章杰、汤炜成了他家的常客。小波打算做生意，他
们帮忙找店面、联系招聘员工。渐渐的，小波的生活走上了正轨。

生活稳定后的小波，想到自己受到过的帮助，萌发了投身公益
事业的念头。还是在章杰、汤炜的帮助下，他加入了丽水市红十字
会志愿救援队，并成为一名“公益达人”。

像小波这样在社工帮助下成功转身的戒毒人员，在曙光服务
管理救助中心还有不少。近年来，莲都区在禁毒工作专业化、社会
化、信息化上下功夫，不断推进禁毒社会管理创新。针对辖区内的
重点管控吸毒人员，成立了由政法机关、街道及镇村干部、家庭成
员和禁毒社工组成的帮教小组，制订针对性方案，确保责任到人。
对于社区戒毒康复人员，逐一研究制订方案和措施，通过经常性的
家访、微信、电话、外围访查和突击尿检等形式，综合运用各类平台
资源及便民联系卡等，做到“综合施策、管理到位”。

“吸毒人员一出拘留所，办案民警、中心责任社工就会将他们
接到曙光服务管理救助中心，与其签订戒毒协议，并逐一建立管理
工作档案。”莲都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4年来，莲都区戒毒人员
管控率接近100%，新增吸毒人数比例逐年降低，从原来每年的30%
下降到目前的9%左右。

曾经的“瘾君子”怎样变身热心志愿者
丽水莲都曙光服务管理救助中心有“魔力”

本报记者 汪基建
通讯员 王豪

在他们的帮助下，社
区戒毒人员重树信心，生
活渐渐步入正轨；在他们
的影响下，社区戒毒人员
热心公益，和他们一样帮
助需要之人……近日，记
者走进丽水市莲都区曙
光服务管理救助中心，了
解这个为吸毒人员及其
家属提供戒毒救助的平
台，在帮助吸毒人员回归
社会过程中的真情故事
和有效做法。

95后大学生为啥乐意回村当网格员
台州路桥的这个试点制度很有生命力

本报记者 陈洋根

管洪健是台州路桥
区新桥镇新桥居村的一
名专职网格员。和其他
同事相比，1995年出生的
他看起来很年轻，胸前的
网格员牌号为“0001”。

2016年年底，台州路
桥区开展网格员队伍建
设试点，在全省首次推出
专职网格员岗位，管洪健
所在的新桥镇成为三个
试点镇（街道）之一。大
学刚毕业的管洪健报了
名，并顺利成为专职网格
员，这在村里引起了不小
的轰动。有人认为大学
生回村当网格员没出息，
有人觉得管洪健太年轻
难以胜任这份工作。

不过，几个月里，管
洪健用他的实际行动赢
得了乡亲们的尊重，并与
其他专职网格员一起，证
明了专职网格员这个试
点制度是有生命力的。

社工黄健社工黄健（（后后））与其帮扶的戒毒人员谈心与其帮扶的戒毒人员谈心

管洪健管洪健（（右右））走村入户了解情况走村入户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