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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浙江省陆域面积最大的区，

临安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理清思路，划

分责任，落实到人，守好“小门”“家门”

的呢？临安去年全面推广建立的乡村

治理“五治四联”机制功不可没。

“五治四联”机制，即对乡村治理

机制进行整合，推动政治、自治、法治、

德治、智治“五治”互动，实现矛盾联

调、问题联治、治安联防、服务联办“四

联”工作，推动外来人口管理、集镇治

理、应急救援等基层治理工作的开展。

上千名网格员便是“五治四联”机

制落地生效的中坚执行力量。在“五

治四联”的发源地高虹镇，3万名常住

人口和1.5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分散在9

个村、240家企业内，其中拜节移民新

区是高虹镇外来务工人员集聚区域，

按照疫情防控排查工作要求，网格员

们需要每天逐户上门核查登记，与房

东签订告知承诺书。

“我负责140多户人家，我的丈夫

和父亲也都在卡口上进行防疫工作。”

说起网格员的工作，盛建芳颇有心得，

她拿出厚厚两本信息登记簿，里面密密

麻麻地记录了她所负责的楼幢内每天

的人员信息。刚动完腰椎间盘突出手

术的网格员盛懿记得，疫情防控期间，

他最多一天走访了60多幢居民楼。

在高虹镇，像盛建芳、盛懿这样的

网格员有32名，在各村级卡口，村落

网格员参与12小时轮岗，24小时不断

人。对于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人员，专

职网格员除了进行楼道消毒、测量体

温外，还主动承担起采购代办、心理咨

询等各项服务。

在临安湍口镇最偏远的桐坑村，防

疫宣传信息是网格员胡星建靠着农用

三轮车一公里一公里“推”出来的。

桐坑村全村共125户 402人，村

民年龄多在50岁以上，居住相对分

散。胡星建驾车走村串巷，用排舞音

响和应急喇叭，把最新防疫信息播放

给村民听；中午，他载着几十斤重的消

毒药水，把村里4个公共厕所、4个公

共活动场所全部消毒一遍。随后，他

又随村干部奔赴临淳交界区的宋川口

卡点，对过往车辆逐一进行排查登记，

及时切断疫情输入途径。由于在战

“疫”中表现突出，胡星建被杭州市委

政法委通报表扬。 “网格蓝+志愿红”网格员步巡消毒

徐文纹（中）开展防疫宣传

疫情突降时，正是深冬，海拔

1000米的高山上飘着大雪，4名穿着

棉大衣、扣着棉帽的党员干部就在此

坚守。

这里是临安清凉峰镇华浪线太子

尖，临安区海拔最高的卡点。作为浙

江和安徽交界处的重要地带，平日里

两省交界地居民常有往来，人员流动

情况复杂，这也使得在这设立卡点进

行人员管控变得尤为重要。

自2月初开始，便有8名人员两班

倒地在此进行24小时值守。高山卡

点离镇上较远，为了确保卡口工作不

漏一人，他们吃馒头、方便面，有时甚

至泡面的水也要到山上的溪沟里去

打。可就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没有

一个人想过离开这个岗位，8个人一直

坚守到2月20日卡点撤销。

“总要有人守在这里，我们是网格

员、党员，理应顶在最前方。”卡口坚

守者之一、清凉峰镇交通管理站副站

长陈向军说。

党建是一面旗、一座灯塔，坚定地

引领前行的方向。疫情防控期间，许

多人火线入党，徐文纹就是其中一个。

在临安太阳镇桃源溪村第二网格

网格员徐文纹的印象里，每次遇上重

大险情，党员干部总是冲在最前线。

这次，她也想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奋斗

在战“疫”一线。

1月31日，徐文纹便将字迹工整

的入党申请书递交至桃园溪村党总

支：“作为一名普通的村级网格员，我

积极报名参与防疫工作……我会尽全

力，为守护一方平安作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请党组织考验我！”

尽全力，护平安，徐文纹这么说，

也是这么做。作为村里最早几批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的网格员，她带着告知

村民书，奔走在网格内。为了节省时

间能够多走几户，随身布袋中的小饼

干就成了她日常的正餐。

这是临安发挥党建引领、开展群

防群治的一个缩影。疫情防控中，临

安区有4.2万名基层党员奋战在城乡

社区一线，共同筑起坚实防线，彰显了

疫情大考下的临安基层社会治理水

平。

“网格员、党员理应顶在最前方”

临安区：

网格“临”里一家亲 群防群治守平“安”
本报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尚心晨 程志强

对许多人来说，2020年春天里城市的喧嚣胜过一切桃红柳绿。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按下暂停键，

当大多数人受疫情影响宅在家里时，有一支队伍迎难前行，默默守护社会最小单元，让每个家都成为安宁的

港湾。他们就是网格员。

疫情防控像是一场大考，既考察民众的抗风险能力，又检验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发生后的治理水平。

面对疫情大考，临安通过“党建+网格化”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复工复产中的
“网格蓝”

“您好，口罩还够用吗？复工

复产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办公

楼内，临安昌化镇西街村第二网

格网格员周磊穿着蓝马甲，左手

拎着电话，右手飞速在信息表上

记录着。在她旁边，临安老年大

学昌化分校校长胡红霞身着红马

甲，拿着另一份信息表，仔细核

对着。他们正对全镇4900多户居

民复工复产情况进行调查。

一蓝一红，一年轻一年长，

周磊和胡红霞两人的工作状态，

正是昌化镇一支平均年龄34岁的

全科网格员队伍和一支平均年龄

63岁的老年大学志愿者队伍工作

的生动写照。

为了让防疫知识深入人心，

网格员们开动脑筋，妙招频出。

他们自编自导自演多部土味情景

剧，用方言录制防疫复工、健康

码申请等知识，编制防疫顺口溜

等，“我们在村镇里，就是要用最

接地气的方式宣传防疫知识。”周

磊说。

临安昌化全科网格员队伍于

2017年底成立，两年多来，这抹

“网格蓝”每天行走在辖区网格

中，发现采集各类矛盾纠纷、安

全隐患和基础信息。

这只是临安庞大网格员队伍

中的一支。疫情发生以来，临安

网格员队伍主动放弃休息，放弃

与家人相聚，积极投身抗疫一

线，织密临安群防群控防疫网，

静静守护着临安这方水土。据统

计，临安累计确诊5例病例，2月

26日就已全部治愈出院，无二代

发病病例、无聚集性疫情，社会

秩序全面恢复。

网格虽小，但网格员们依靠

智慧和责任，切实助力打通社会

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夯实平安

根基，唱响平安新曲。

三轮车里的防疫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