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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智能，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看到路上有垃圾就直接捡走，自己的家园要爱护

好才行。”在城西街道渭川村，村民黄先生说，“现在看

到有人乱扔垃圾，我会第一时间制止对方。”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近年来，渭川村区位优

势日益凸显，不少重点项目先后在村周边落地，流动人

口不断聚集。为进一步提高村庄的治安管理水平，今

年，在城西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指导下，渭川村引进

了智慧乡村管理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我们能了解住户情况，及时发现

隐患。”渭川村工作人员朱贵飞说，智慧平台正式运用

后，他们将相关信息录入到系统，切实做到管好村里

人，守住村庄门。

“实践证明，只有抢占数据高点，我们才能赢得社

会治理的主动权。”城西街道党工委书记姜圣斌表示，

今年城西街道以政治为引领、以法治为保障，通过德治

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兜底，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

理新模式。

民本民治，
打造矛盾纠纷化解新平台

“为推动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次’改革，我们加

强街道综治中心建设，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区）、

大事不出镇（街道）、矛盾化解在属地’的目标。”姜圣斌

说。今年，城西街道以网格联户评事、村级恳谈化事、

部门协同解事、街道调处息事、要件合议断事为方法，

全力打造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平台。

此前，吴山村的村民们希望建设环山休闲绿道，于

是找到当地村级矛调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反映情况。连

日来，街道工作人员多次组织协商并与村民恳谈，最终

决定通过群众自筹、村级出点、企业帮扶、街道补助等

方式，筹资建成休闲绿道。

目前，城西街道已新建400平方米的街道矛调中

心以及20个标准的村级矛调中心。“我们在前期工作

中，均发动网格团队，广泛开展了矛盾纠纷摸排，及时

获取引发矛盾纠纷的苗头性、倾向性、预警性信息线

索。”城西街道党工委委员张琦说。

平安为本，
创建大平安微治理新品牌

今年以来，城西街道结合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还建成“智慧大脑”指挥调度信息平台。平台拥有视频

监控、网格定位、在线呼叫、事项办理评价等功能，旨在

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观全局”，推进城市精细化管

理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此前，在基层治理工作中，各类问题主要靠人工

采集，一线网格员的工作很紧张。”城西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黄友君说，城西街道坚持科技赋能和智慧治理的

深度应用，积极打造“智慧大脑”平台，使治理过程可量

化、可追溯、可考核。

连日来，城西街道还倾心打造城西大平安微治理

新品牌，全面做好大平安微治理工作。“今年，针对

城西高楼多、风险隐患大、居民安全意识薄的特点，

我们对每幢高楼开展了安全星级评定，引导居民参

与安全整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孙美

玲说。

从“有事就打110”
到“有事就找网格员”

“小陈啊，我的自行车在地下室，麻烦你帮我移到

楼上吧。”近日，东辉社区网格员陈慧玲一大早就接到

社区林大娘的求助电话，小陈立即赶到社区9号楼4单

元，帮林大娘把自行车背到了二楼。

“林大娘的儿女不在身边，我就把自己的便民联心

卡留给她，让她有事就打我的电话。刚开始老人还不

大好意思，一来二去熟悉了，老人就把我当成自家的孩

子，有啥事就直接找我。”陈慧玲笑着说。

“在实施‘警网融合’之前，群众遇到大小事情都习

惯性地拨打110求助，大量的非警务警情给民警带来

了巨大压力。随着网格团队的加入，民警可以更加专

注于各类警务类警情。”太平派出所副所长林会兵说。

今年以来，太平街道将原有警务区和网格分区、分类，

从组织架构设计、指挥平台搭建和管理制度创新三个方面

入手，将全街道14个警务区和255个网格，按照“345+N”

的工作模式全面整合，基层社会治理根基更加牢固。

从“门难进脸难看”
到“欢迎常来家坐坐”

“2大袋大米、1斤面粉、3箱牛奶、1袋日常用品

……”这是疫情期间处在隔离期的唐女士，给肖泉村

网格员发的微信。由于唐女士在家无法出门，采购

生活必需品的事，就委托给了村里的网格员王哲。

收到上述物品后，唐女士激动地表示：“感谢社区对

我们一家的关爱，我们一定会积极配合，自觉居家隔

离……”

“疫情防控刚开始那会儿，我们网格员需要上门登

记人员信息，很多群众不配合，不给我们开门，我们就

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说明，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现在群众对我们网格员的身份认同了，没事的

时候还邀请我们过去拉拉家常呢。”西园社区网格员翁

迪自豪地说。

近年来，太平街道按照统一持证、统一服装、

统一标识“三个统一”要求，为网格员配备了夏、

冬两套工作服，并设计制作胸牌和工作证。按照

“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

村”的要求，网格员们沉入网格，巡查走访，努力

做到第一时间发现掌握各类信息、第一时间稳妥处

理不稳定因素、第一时间回应民生诉求。随着工作

的不断深入开展，网格员这一群体越来越被广大群

众认可。

从“单打独斗、各自为战”
到“全面联合、效能提升”

今年以来，太平街道通过“警网融合”，加强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着力破解流动人口底数不清、漏管失控等

问题；在联防联控、消防安全、户籍管理、信息采集等方

面，社区民警与网格员也各自发挥专业优势，切实解决

警力下不去、信息上不来、群众工作推不进等难题。

在深入网格调解矛盾、入户走访、服务民生等方

面，网格员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等优势，对巡逻

发现的矛盾纠纷就地处置；对可能引发过激行为的矛

盾，及时上报“警格”，由民警参与处理。今年以来，网

格团队会同辖区派出所、禁毒大队、护村队等，先后集

中开展防范电信诈骗、无盗抢城市宣传等20多次，宣

传效果良好。

实施“警网融合”以来，太平街道的警务力量和网

格力量在日常巡查走访、基础信息采集、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等方面，实现了优势互补，形

成了“网格管理为警务所用、警务工作为网格服务”的

社会治理新格局。

“五治融合”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通讯员 陈榕

将智慧智能融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将民本民治拓展到社会稳定安全的各个方面，将平安为

本注入平安微治理工作的各个阶段……近年来，温岭市城西街道建立健全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

治融合”的村级综合治理体系，积极探索村级社会治理新路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警网融合”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
通讯员 林永辉

今年以来，温岭市太平街道坚持以固本强基为导

向，主动将警务资源向网格聚焦，工作力量向网格下沉，

管理触角向网格延伸，按照“多网融合、共建共治”的总

体思路，推行以人员整合、数据聚合、工作联合为标准的

“警格+网格”深度融合新模式，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

不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