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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多方资源 推动社会治理“全响应” 

——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网格化社会治理经验解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强调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

专业化水平。新华社经济分析师对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工

业街道网格化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进行调研时了解到，近

年来工业街道在探索网格化社会治理实践中，注重统筹

力量资源，实现治理手段一体联动，构建了网格化社会

治理“全响应”机制。其经验在于聚合了现有信息应用

系统，搭建了统一的网格化联动指挥调度平台；融合了

原有的综合治理网格，形成统一的处置任务责任清单；

整合了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多个职能部门的管

理力量，并推进社会服务管理力量全面下沉，从而实现

社会治理更加主动、高效，有效解决了社会治理中的诸

多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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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多方资源 推动社会治理“全响应” 

——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网格化社会治理经验解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

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对于如何推动社

会治理创新发展，各地进行了积极探索，如一些地区通过构

建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为辖区内的居民提供主动、高效、

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提高公共管理、综合服务的效率。 

日前，新华社经济分析师对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工业街道

网格化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进行调研时了解到，近年来，工业

街道在探索网格化社会治理实践中，注重统筹力量资源，实

现治理手段一体联动，构建了网格化社会治理“全响应”机

制。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认为，其经验在于聚合了现有信息应

用系统，搭建了统一的网格化联动指挥调度平台；融合了原

有的综合治理网格，形成统一的处置任务责任清单；整合了

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多个职能部门的管理力量，并

推进社会服务管理力量全面下沉，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更加主

动、高效，有效解决了社会治理中的诸多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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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网格”带来社会治理“大变化” 

9 月 26 日，网格员高丽美在网格内走访时，发现北大社

区对面平房有违章建筑，随即通过手机终端拍照并于 11 时 4

分上传指挥中心，中心很快将事件分发给城管部门，提示进

行拆除。城管部门签收任务后迅速到达现场进行拆除，处理

完毕后拍照并于 11 时 51 分上传系统，整个事件从发现到完

结备案，历时不到 50 分钟。 

10 月 29 日，网格员吴秀花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树林召中

心卫生院西巷公厕墙体破裂，存在安全隐患，随即拍照并上

传指挥中心，中心根据责任清单，将此问题分发到公共事业

综合保障中心，公共事业保障中心接收到问题后，立即安排

人员对危厕进行了拆除，并设置了新的公共厕所。网格员对

处理结果进行最后核实，核实完后反馈给反映人，并给予服

务评价。 

走访，发现问题，核实，拍照上传，解决问题，核查结

案，这是达拉特旗工业街道网格员每天的日常工作，而使问

题能够快速发现并解决的，则源自工业街道积极推动的网格

化社会治理模式。 

2018 年以来，达拉特旗提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3+X”

网格化服务工作，工业街道作为试点率先推行，积极探索网

格化社会治理新实践，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将

管理辖区按一定的标准划分成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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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监督和处置相分离的主动发

现、及时处置的管理模式，重点聚焦基层社会治理风险隐患

处理难、源头信息采集难、公共服务办事难等问题，提升城

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以前受困于城市管理分工过细，群众反映上来问题

后，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反馈！”工业街道兴

盛园社区党支部书记靳苗表示，试点以来，目前已有公安、

综合执法等 39 个职能部门纳入到网格化管理体系中，在网

格化平台的统一调度指挥下展开工作，各部门职责明确同时

联动处置，治理能力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工业街道制定了详细的社会治理处置任务责

任清单（部件类 33 项、事件类 112 项），涉及公共设施、

道路交通、市容环境、施工管理、医疗卫生、突发事件、小

区管理等多个领域，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基本都能

涵盖。 

工业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吕胜英表示，一般性的事件如路

灯损坏、垃圾污染等，会第一时间就在网格内得到解决，一

些疑难复杂问题不能立即解决的，网格员会一级一级向上反

映，直到旗委、旗政府。 

“我们会安排专人进行跟踪处理，直到问题完全解决，

整个流程会有详细的记录，”吕胜英说，通过整合多方资源

和力量，实现事件处置“闭环”流转，形成了“多元主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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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层协商共谋、多方联动共推”的共建共享新模式。 

注重发挥和运用互联网思维是工业街道网格化社会治

理模式的突出特点。工业街道自主开发了一款“综合信息采

集和便民服务”APP，网格员的工作清单、任务清单和工作

状态都一目了然。同时，网格员只要点开手机终端动动手指，

就能上报问题，后台会把问题派发到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后

再向网格员反馈，形成点对点的快速处置闭环圈。 

在位于兴盛园社区二楼的工业街道网格化联动指挥调

度中心，工作人员就网格员上报事件的整个处理流程进行了

演示。在调度中心的大屏幕上不时闪过高空摄像头随时摄取

的画面、网格员上报事件及正在处理情况和各监控点传来的

实时画面，工业街道辖区发生的各种问题在这里进行储存、

分析、研判、派单、处理。 

吕胜英表示，试点以来，工业街道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健

全，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实现了“单向管理”到“多元治理”、

“条块分割”到“共融共治”、“被动响应”到“主动预见”

的转变，辐射带动全旗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

序，使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据悉，2019 年以来，网格员共上报各类事件 314 件，处

置率达 90%以上，入户走访 36827 人次，发现并征集居民诉

求 318 余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244 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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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多方资源 推动社会治理“全响应” 

工业街道在推行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创新推行了

“43321”“全响应”机制。即整合智慧党建平台网、综合

信息平台网、社会综合治理平台网、便民服务平台网 4 网合

一到网格化联动指挥调度平台，厘清了党建责任清单、综合

治理责任清单、便民服务责任清单 3 份清单，建立了工作机

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 3 项机制，设置了 AB 岗全科社区、

全科专职网格员 2 个全科，构建起采集上报、核实立案、指

挥派遣、处理反馈、核查结案、考核评价 1 个“六步闭环”

工作流程。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认为，“43321”“全响应”治理机

制能够有效运行，关键在于统筹整合了多方资源和力量，推

动社会治理服务能力形成整体合力，从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效率和水平。 

（一）聚合信息资源 搭建统一指挥调度平台 

智能化信息平台是网格化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工业街

道通过整合联动各部门的信息应用系统，开发建设了社会治

理网格化联动指挥调度平台，建立了社会治理“全响应”网

格联动指挥调动中心、分析研判中心，建成了全旗首家高空

视频监控平台，接入辖区视频监控信号 309 路，实现了对辖

区内视频监控全域覆盖。通过航拍辖区全貌，为安全生产、

棚改等提供决策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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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立了统一的信息数据采集标准和通道，有效推动

部门联动，进一步整合地区信息资源，节约行政成本，提高

工作效率，在人口信息日常管理，重大事件突发应急，民生

诉求响应、化解，以及为居民提供全程化、精细化服务等多

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了协同办公、网上流转、信息共

享、实时监察等功能，全面提升了社会治理信息化水平。 

（二）融合原有网格 建立统一任务责任清单 

工业街道将原有综合治理网格进行融合，形成统一的 28

个网格，及时将人、地、物、事、组织等基本要素信息和社

会治理处置任务责任清单（部件类 33 项、事件类 112 项）

等全部纳入工作网格之中，推动了多部门数据实时共享，打

破“信息孤岛”，完成了社会治理的力量整合、资源聚合和

工作融合，做到了实时监控，全程治理。 

（三）整合服务力量 推动人员全部下沉网格  

突出网格建设的全科效应，打破部门条线分工，全面推

进社会服务管理力量下沉。将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

涉及基层社会治理的 39 个职能部门统一纳入到二级网格，

将 2 名包街道县级领导、8 名包社区街道领导、36 名社区工

作人员、104 名网格信息员、39 个职能部门下派 86 名工作

人员与街道 11 名工作人员力量全部下沉到网格，把服务触

角延伸到每家每户，实现服务群众全覆盖。 

同时，将具有指挥调度功能的系统、人员、设备全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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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到社会治理网格联动指挥中心，各职能部门在网格化平台

的统一调度指挥下，加强对事件的联动处置。完成了公安、

环保、消防、城管、市场监管等专业执法管理力量和应急处

置力量实名下沉网格，实现定人、定格、定责，格格联动、

联合执法。 

通过推行“43321”社会治理网格化“全响应”模式，

工业街道走出了一条精细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智能化服务

的新路子，初步形成了“社区有网、网中有格、格中有员、

员员有责”的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水

平。 

三、工业街道试点对鄂尔多斯社会治理的启示 

工业街道作为试点，在探索和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较为成

熟的管理模式，对于达拉特旗甚至鄂尔多斯下一步开展相关

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新华社经济分析师认为，

以下共性做法值得思考： 

（一）强化党建引领 确保治理体系高效运行 

工业街道在实践中，始终强调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社

会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将党组织建在网格上，党员

全部下沉到网格责任区。健全和完善了“一个网格+1 个党小

组（党员联盟）”模式，把党员选派到网格节点，联系群众、

服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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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强化党建引领，街道目前形成了“把支部建在网格、

把党员沉到网格、把管理服务融入网格”的基层社会治理新

格局。这有助于在网格内第一时间感知防范社会风险、第一

时间发现处置矛盾问题、第一时间了解响应群众需求，积极

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筑起基层社会治理第一道防线。 

为确保治理体系高效运行，街道制定下发了《达拉特旗

工业街道基层社会治理“3+X”网格化（试点）实施方案》，

印发了网格工作人员职责、网格服务管理工作机制、网格员

工作责任清单、网格信息员日常巡查清单和处置任务责任清

单、网格指导员考核管理制度、网格信息员工作绩效考核奖

励实施办法等系列配套文件和措施办法，形成 1+N 的政策制

度体系。 

（二）科学划格建网 实现治理网格全域覆盖 

科学划分网格是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顺利推进的基础，

工业街道根据当地实际，将街道划分为三级网格，构建起覆

盖全域的社会治理“一张网”。按照人口规模适度、服务管

理方便、资源配置有效的原则，辖区范围内街道级划分为一

级网格 1 个、社区划分为二级网格共 4 个、三级网格 28 个

（按照 200 户以上的居民小区和 300 户左右的平房区划分三

级网格的原则），实现了全域覆盖。 

按照社会治理网格的组织需要，选齐配强各级网格员队

伍，由包联县级领导担任一级网格督导员，街道党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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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一级网格长；包联社区科级领导担任二级网格督导员，

部门下沉干部担任二级网格指导员，社区支部书记担任二级

网格长；社区下派干部担任三级网格专员，并按照每 100 户

左右居民中选派 1 名有志于社区公益事业的居民代表担任网

格信息员，做到网格员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格局。 

（三）协同参与共治 实现事件处置闭环流转 

“43321”社会治理网格化“全响应”模式能够有效运

行的关键点在于通过统筹力量资源，构建了上下级之间、职

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办公机制，改变了以往单一部门办理、各

方推诿扯皮的现象；有效统筹网格内、网格间各类人力资源、

信息资源和管理服务资源，形成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合力，改

变了以往街道社区行政资源分散、力量薄弱、手段单一等问

题，最终形成了“多网合一、条块联动、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全要素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 

同时，通过建立完善采集上报—核实立案—指挥派遣—

处理反馈—核查结案—考核评价等全流程的工作机制，形成

了完备的工作流程“闭环”，实现了基层问题和诉求“自下

而上”及时准确高效地传递、掌握、处置，使社会治理关口

前移。 

（四）强化综合服务 推行“网格化+X”模式 

一是推行网格化+居民自治。推行“民情问需会”“四

方共议”（社区党支部、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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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民主议事机制，着力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在党支部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楼栋长、居民

小组长推选工作，成立了以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党员等为

主体的网格党群议事会，共同解决网格内公共事务。 

二是推行网格化+法治六进（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

进社区、进小区、进家庭）。组织开展社区法治故事宣讲、

文艺演出、电影展播和法律知识竞赛等法治文化惠民活动，

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积极优化法治公园、法治教育长廊、

法治墙，建设法治文化阵地，有效提升了居民的法治水平。 

三是推行网格化+德治提升。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文明家庭、好家风传承户等各类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

动，举办全民阅读活动，打造书香驿站、家风银行、道德讲

堂，设立“红黑榜”，引导居民向上向善向美。开展“我们

的节日”主题活动，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工业街道通过推行“网格化+X”特色工作模式，不断延

伸管理服务内容，提升服务品质，实现了社区精细化治理，

形成了“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

街、矛盾不上交”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政务智库报告 

11 

 

 

 

 

执笔：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分析师             崔明明 

参与调研：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内蒙古经济研究中心     任东月   

编辑：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王晓燕  

编审：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杨  光  刘  驭 

 

 

 

 

 

 

 

 

 

 

 

 



                                                              政务智库报告 

12 

 

 

 

 

 

 

 

 

 

 

 

 

 

 

 

 

 

 

 

 

 



                                                              政务智库报告 

13 

 

 

 

 

 

 

 

 

 

 

 

 

 

 

 

 

 

 

 

 



                                                              政务智库报告 

14 

 

 

 

 

 

 

 

 

 

 

 

 

 

 

 

 

 

 

 

 

 

 

主  编：王  萌      联系电话：（010）88052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