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李玥林 版式张进

75

2023年8月11日 星期五
华西社区报

大邑县晋原街道
疏通“壁垒”微网实格提升治理能效

近年来，为进一

步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和成效，有效解决

当前基层治理中的

痛点难点，打通基层

治理“最后一公里”，

突破治理碎片化困

境，发挥系统整体优

势，彰显治理效能，

大邑县晋原街道办

事处按照大邑县委

组织部和社治委的

统一部署，通过搭建

街道、社区、小区、楼

栋、单元、微网格六

级网格架构，形成

“1+N+X”（一个统

一平台、N个独立模

块和X个应用场景）

模式，推动智慧社区

治理。如今，晋原街

道微网格治理体系

已初步建立，并在社

区发展治理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

“我们建立并完善微网实
格体系，并监督各级网格切实
履责，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能
效，促进了社区和谐稳定。通
过绘制辖区内所有小区平面
图，先后统筹整合各项资金50
余万元用于微网实格硬件设
施建设，将平面图做成展示牌

放在小区大门口显眼位置，并
将1352个微网格长的公示牌
张贴到小区楼栋、林盘，亮出
微网格长身份，定期推送微信
公众号、网格工作宣传短信，
扩大宣传氛围。引导辖区居
民积极参与网格治理，有效提
升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理性

共鸣。”晋原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

记者了解到，晋原街道构
建了完善的微网格运行机制
情况。一是联动巡查制度，村
（社区）微网格长服务站定期
召集居民小组长、微网格长、
支委、业主代表、物业企业人

提升能效 居民生活更幸福

做实网格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提起晋原街道斜江社区
的“李姐”，青禾名都小区的居
民都会纷纷竖起大拇指。无
论是寒冬腊月还是烈日当头，
总能看到“李姐”在小区走家
串户的身影，为居民们忙前忙
后，解决居民邻里那些令人头
疼的烦心事。这位“李姐”，就
是晋原街道斜江社区的微网
格长——李春秀。

李春秀始终把为民服务
的理念融入到工作中，只要一
有空，她便入户走访小区居
民，了解居民需求和对小区建
设的想法，宣传讲解政府最新

的惠民政策。并与物业共同
巡查小区公共设施、查看维护
保养记录、提出阳台种花不规
范等意见。为了确保居民的
事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
李春秀把问题做成台帐，督导
物业及时整改。担任微网格
长以来，李春秀帮助行动不便
群众办理政务事项 38 件、调
解纠纷 86 次、协助排查安全
隐患 33 次，每一项工作都得
到群众的称赞和认可。

李春秀正是晋原街道众
多微网格长的缩影。记者了
解到，晋原街道划分了1个一
级网格、15 个二级网格、116
个片区（小区）三级网格、1606
个末端四级微网格。其中，三
级网格包括居民小区（院落）
网格 95 个，散居林盘网格 34
个 ，共 覆 盖 辖 区 居 民 54707
户；四级微网格含城镇个体工

商户网格162个、旅游景区网
格 30 个、学校医院等驻区机
关、企事业单位网格57个、经
开区企业网格5个，居民小区
（院落）“微小网格”1186个，散
居林盘再划分“微网格”166
个。在划定服务范围和界限
的基础上，各级网格实现任务
清单化、清单责任化，建立了
晋原街道微网格花名册、微网
格问题台账、微网格A岗人员
花名册、晋原街道村社区微网
格人员基本情况表，并上墙街
道、村（社区）层面的微网格治
理体系划分图、微网格治理体
系导图、街区、驻区单位分布
图。构建起分工明确、各司其
职的工作格局，实现基层微网
格治理触角向更小的单元延
伸，推动微网格治理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盲区
服务管理。

员，每月对辖区物业服务项
目、小区环境、小区公共设施
等开展巡查。对于联动巡查
中发现的问题，能即时解决的
当场解决，不能即时解决的做
好问题记录。二是联动处理
制度，村（社区）微网格长服务
站每月将联动巡查中发现的
问题汇总，社区党委书记牵
头，一同督促物业企业对一般
问题进行整改。三是联动分
析制度，村（社区）微网格长服
务站值班中网格长提出申请，
社区党委书记牵头，每月召集
成员，针对共性问题、疑难问
题进行分析研判。四是联动
处置制度，对于较为复杂、无
法协商解决的问题，先由网
格党支部（总支）申请提交各
社区党委，由社区党委牵头，
组织人员进行研究解决方
案。五是问题反馈机制，问
题是否能够解决都必须对业
主、居民进行反馈，如实在不
能解决的问题需发布公告做
好解释工作。六是激励奖励
机制，街道通过微光粒积分
兑换、评先评优表彰、节日走
访慰问等方式，筹资金集 35
万元多渠道为微网格长解决
工作中疫情期间老旧院落执
勤、日常工作中误餐及出行等
费用开支，激励微网格长保持
积极工作状态。

晋原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街道将继续加强与辖区单
位、行业主管部门的联动配
合，确保一体化推进网格精细
化治理、高效性运转。对辖区
网格力量开展常态化培训，不
断提升其综合素质和治理技
能。双向推动微网实格治理，
从上探索制定微网格长工作
激励办法，完善微网格长推
荐、自荐办法、评价机制、管理
使用等长效保障机制引导辖
区单位、小区居民参与治理；
从下挖掘潜在人群，从微网格
入手，探索出群众参与自治、
保障资金使用、网格运行激励
办法，通过树典型、广宣传、激
发荣誉感等手段，自下而上疏
通治理壁垒，激发小区治理内
生动力。

华西社区报记者 董峰

晋原街道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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