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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县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把以
信息化为支撑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作为重要
抓手， 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制六化四务联
动”的社会治理服务新机制，通过管理网格
化、运行信息化、治理服务化、服务综合化、
自治规范化、排调系统化和农村电子村务、
电子学务、电子商务、电子服务的联动，全
力打造“有事您说话、服务到您家”的服务
品牌，实现了社会治理全覆盖、矛盾纠纷全
排调、为民服务全程化、人民群众更满意的
社会治理目标。

按照“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覆盖、
方便群众”的原则，将全县划分为 1201 个
网格，进一步细化了治理和服务单元，并按

“一格一员”的标准逐格配备网格员，通过
职责整合，综合履职，让网格员每天在格中
巡查，群众所有事情在格中办理，构建了城
乡一体、全域覆盖的网格化管理模式。

实行了“三中心三站”的领导模式。 在
县、乡分别设立网格管理中心、便民服务中
心、综治维稳中心“三中心”，相应在各村设
立网格管理站、 便民服务站、 综治维稳站

“三站”，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建好了指挥平
台。

实行三级网格管理。 在县城，一级网格
以街道为界， 将整个县城划分为 4 个一级
网格， 主要负责巡逻防控， 提高群众安全
感，配备 8 部巡逻车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
逻，实现“白天见警车、晚上见警灯”；二级
网格在一级网格基础上， 将县城划分为 8
个网格，建设 8 个便民警务站，依托便民警
务站在街头为群众提供咨询服务和救助，
开展便民服务；三级网格以街道、小区等为
单位，按照每 200 户 / 格的标准，将县城进
一步划分为 60 个网格， 并公开招聘 60 名
网格员，综合履行信息员、服务员、调解员、
宣传员“四大员”职责。在农村，一级网格以
各乡镇为单位将农村划分为 8 个大的网
格，主要负责领导协调“三中心”运行，做好
本级网格各类信息的收录、归类、分流、处
理、督办等工作；二级网格以村为单位，将
全县农村划分为 208 个网格， 主要负责领
导协调“三站”运行，负责领导村级网格员
开展各项工作； 三级网格以村内街巷或原
村民小组为界， 按照 100 户 / 格和 10 家企
业 / 格的标准， 将全县农村细划为 1141 个
网格。按照“一格一员”的要求，原则上由村
干部兼任网格员，村干部不足的，选聘村民
代表或村民小组长担任，综合履行信息员、
服务员、调解员、宣传员“四大员”职责，承
担社情民意收集、群众矛盾调处、政策法规
宣传、惠民便民服务、群众事务代办、违法
行为报告、重点人群帮教、参与安全救援、
清洁家园示范、基层组织建设等十项任务，
直接为群众服务。

创新服务运行机制。 在农村，实行“先
属地、后属主”的逐级处理模式，网格员对
群众反映的问题和需办事项先行自办，网
格内不能办理的， 通过网格 E 通 （终端手
机）逐级上报处理；在县城，实行“扁平化”
运行模式，网格员对群众需求自行处理，对
网格内不能处理的问题均可直接通过网格
E 通（终端手机）向县网格管理中心上报。

为提高工作效率 ，按照“信息整合”的
原则，全面加强信息化建设，打造依托“云
计算”和“大数据”处理的信息化工作模式，
实现了“空中有云（云计算中心），地上有格
（网格），中间有网（互联网）、掌上有端（客
户端）”的目标，真正做到了“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路”。

建好信息网络。 依托互联网，构建 vpn
专网，统一接入宽带，实现县、乡、村三级联
网。 目前已与 8 个乡镇、218 个行政村和 19 个
县直单位建成专网，保障了群众需求信息通
过网络安全便捷的分流交办到有关单位。

打造综合服务管理信息平台。 2014 年
8 月份，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永伟及有
关单位负责人到北京实时地考察， 结合南

和县实际情况建设了南和县综合服务管理
平台，第一期工程投资 430 万元。 该平台由
网格管理平台、便民服务平台、社会矛盾联
动化解平台和农村“四务联动”平台 4 个子
平台构成， 包含了人口和房屋基础信息系
统、综合服务管理系统、社会矛盾联动化解
系统等 8 个系统。 该平台将各类信息资源
进行有效整合， 形成了社会治理工作的大
型数据库。

畅通社情民意收集渠道。 为网格员配
备“网格 E 通”（终端手机），网格员入户调
查时，可将发现的情况通过网格 E 通（终端
手机）快速实景上报；县网格管理中心开通
了 4569899 群众服务热线电话，24 小时接
受群众诉求；在互联网上注册并开通了“有
事儿我要说” QQ、微博 、微信等账号并向
群众公布， 确保群众通过互联网渠道可以
反映问题。

服务效能电子监察。 利用综合服务管
理平台， 对分流到部门办理的各类服务事
项，均明确完成时限和工作标准，全程自动
记录工作进展， 并根据办理进度实行红 、
黄、绿灯提示。 部门办理完毕，还要将结果
反馈给网格员和群众进行评价， 服务好不
好群众说了算。 同时，纪委、监察部门还可
以根据办理情况随时进行效能监察， 倒逼
部门主动为群众服务，让部门不服务不行，
服务不好也不行。

突出“平台整合”，以三级便民服务体
系为基础，进一步拓展社会服务，促进治理
和服务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治理服务化”
和“服务综合化”。

寓治理于服务，实现治理服务化。 以县
乡村三级便民服务平台为基础， 对现有职
能进行重新设置、 划分和整合， 高标准建
设。 同时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通过合理赋
权，为群众提供“双代”服务，一方面让网格
员为职能部门代理事务，成为部门的“信息
员”和“办事员”，另一方面为群众代办事
项，成为群众的“代办员”和“服务员”，将管
理触角延伸到网格，实现乡、村（社区）前台
窗口受理和后台职能部门审批的有机结
合，使群众足不出村（社区）就能享受到基
本公共服务。

紧贴群众需求，实现服务综合化。 依托
三级便民服务机构为群众提供综合化服
务，让群众走进一个门，办成所有事。 网格
员在入户巡查了解社情民意的同时， 积极
问需于民，主动服务、上门服务，无法解决
的问题利用网格 E 通（终端手机） 直接上
报，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全方位服务，
让群众“说说话”就能“办成所有事”。同时，
将民政、计生、公安、人社、残联等部门事项
接件受理权限下放到乡村， 由网格员进行
初步受理，利用信息手段先期上报审批，实
行电子材料先行，纸质材料代送机制，全面
实现村民办事不出村的服务机制。

立足便利群众，构建农村“四务联动”
系统。为更好地服务“三农”，坚持政府顶层
设计与企业市场运作相结合， 统筹城乡共
同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
更加优质便捷的基本公共服务， 搭建了电
子村务、电子学务、电子商务、电子服务的
“四务联动”平台，并为 208 个行政村配备
了服务终端， 与县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对接
运行， 群众在村便民服务站指指点点就能
实现自助服务，让群众了解村务、政务情况
更加快速，学习农业技术、获取农业信息更
加便捷，农产品买卖更加方便，享受民生社
会服务更加贴心。 同时，依托县乡村三级服
务管理平台，利用网格化管理模式，通过系
统自动转交群众需求，让网格员和便民服务
小分队主动上门服务，真正实现了群众“办
证办事不出村、缴费取现不出村，网购农资
不出村”，满足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
化、生活化需求，真正解决了为群众服务“最
后一步路”的问题。

在发挥现有职能部门职责的基层上，
鼓励、引导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并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和社会力量， 强化群

众自治、社会矛盾联动化解，进一步夯实基
层维稳根基。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现自治规范化。
加强各村治保会、民调会、巡逻队等群众自
治组织建设，引导其发挥职能，参与网格管
理， 实现网格管理与群众自治的有机结合
和良性互动。 进一步整合强化村内自治力
量，将“三员三代表” (党员、政协委员、村务
监督员、党代表 、人大代表 、村民代表 )和

“五老调解员”纳入城乡志愿者组织，形成
村（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构成的“三
支队伍”网格治理服务格局。 同时，依托网
格化管理， 在各村进一步规范建设党的基
层组织、民主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综治维
稳组织和道德协会， 形成“五个组织全覆
盖”，拓宽人民群众参与自治和平安建设渠
道，实现群众自治规范化。

排查调解并重，实现排调系统化。 依托
网格化管理， 对县乡村各级各类排调资源
进行整合，加强排调平台建设，使专业部门
和社会排调组织有机结合， 形成完善的排
调网络。 在县级，整合县职能部门和县涉法
涉诉接访中心以及已建成的医患纠纷、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物业纠纷 3 个专业
调解室力量， 构建县综治维稳中心； 在乡
级，整合乡镇职能部门和“一乡一法庭”、调
委会等职能和人员， 构建乡镇综治维稳中
心；在村级，整合村民调会、治保会、巡逻
队、“五老调解员”、“一村一法律顾问”等职
能和人员，成立村综治维稳站。 乡镇法庭和
村法律顾问分别做好乡村两级矛盾纠纷化
解的指导工作。 同时，建立了南和县社会矛
盾联动化解信息管理系统， 借助信息化手
段，全方位收集矛盾，逐一逐级分类处理，
形成村、乡镇、有关部门、相关专业调解室
三级联动化解机制， 实现了“小事不出网
格、大事不出村社、难事不出乡镇，矛盾就
地化解”。

县委、 县政府的支持是推动社会治理
创新工作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 县委主
要领导高度重视。 自 2014 年 3 月份，南和
县开始推动此项工作以来， 县委书记李超
英先后 6 次组织召开常委会和党政联席会
进行专题研究， 曾 8 次作出指导性批示，对
相关文件亲自把关， 为工作推进奠定了基
础。 政府县长李胜敏多次提出具体实施意
见，并将此项工作所需资金协调财政部门足
额拨付，保障了网格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高规格建立组织机构。 该县成立了以
县委书记任组长的推动网格化管理推进社
会治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 并成立了以县
委副书记任组长、 政法委书记任常务副组
长的县网格管理中心， 以常务副县长为组
长的县便民服务中心， 以政法委书记任组
长的县综治维稳中心，分别明确“三中心”
职责，为工作推进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大投入提供基础保障。 县委、县政府将
网格化管理工作作为今年全县重点工作之
一，足额提供经费保障 ，首先投资 4600 万
元建设了城乡一体的“天网覆盖”工程，实
现了县城和 218 个村视频监控村村通，现
又投入 1000 多万元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
在人员待遇、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研发、网格
E 通费用、 网络租赁费用等方面给予了极
大的支持， 为工作全面推进提供了坚强保
障。

截至目前，城乡网格已经划分完毕，公
开招聘的城区网格员和农村网格员已于
2014 年 8 月份到岗开展工作；“三中心三
站”硬件设施全部建好，软件资料正在整理
汇总；县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已经搭建，相关
数据正在积极录入； 矛盾纠纷排调系统已
经开始运行；4569899 服务热线已经开通。
同时， 高标准建设了南和县社会治理创新
综合指挥中心，分别设立了网格管理中心、
综治维稳中心、4569899 热线寻呼中心、天
网覆盖指挥中心、智能交通指挥中心、数字
城管指挥中心并投入使用。 自 2014 年 8 月
份工作开展以来， 已完成人口信息采集录
入工作，共录入 11 万多户，39 万人。网格员
已为群众代办结婚证、一胎证、身份证等事
项 100 余件，提供便民服务 400 余次，上报
并分流处理群众需求和矛盾纠纷 8166 件，
赢得了群众的高度评价。

城乡一体网格化助推平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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