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推进网格化管理，加强网格员

配置的建议

领衔代表 周葱

2021 年 12 月，我市出台了广州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十

四五”规划，高标准推进综合网格建设，到 2025 年，网格

化服务管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网格党建引领作

用显著增强，网格智慧化水平全面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工

作更加规范有序，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治理格局逐步健

全，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效能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

能和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实现基层党组织领导的“令行禁止、

有呼必应”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走出一条符合广州

特色的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新路子。

一、背景情况

（一）社区居委会和网格员负担过重。近年来，各级政

府积极推进简政放权，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力，相关政府职

能部门在落实权力下放的同时，把大量属于自身部门职责的

行政工作“下放”到社区，大大增加了社区和网格员的负担。

社区行政事务多、台账报表多、要开具的不合理证明多、要

组织承接的工作任务多，与中央、省、市要求为社区减负的

大方向相背离，也造成社区网格化管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新

模式负担过重、运行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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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社区网格员多头指挥、重复劳动的问题。在

社区推行网格化服务管理，网格员推行一岗多责的同时，政

府职能部门的体制机制配套改革没有到位，仍然按照“以条

为主”进行业务部署和考核管理，相关业务系统仍然存在一

定程度的数据壁垒，无法实现业务部门系统与市级基础数据

库的自动匹配、比对，例如，之前花大量人力物力完成的数

字赋能基层治理平台，完成录入后就没有使用，网格员多头

指挥、重复劳动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了网格化服务管理的

效能提升。

（三）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多重身份，既是社区居民委

员会委员、又是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同时还兼任社区网格

员的工作。就本社区而言，5000 多户 7 名社区工作人员，同

时还兼任社区网格员的工作，疫情防控期间，忙碌穿梭在居

民楼栋，接听求助电话、办理出入社区通行证、填写就医在

线表、转运密接次密接人员、上门贴门磁、疫情核查、核酸

采样、物资采购配送、求医看病买药送药，每天事无巨细，

及时回应寻求帮助的居民，协调各种各样的民生需求，这几

名工作人员，日以继夜也无法满足上万人口的各种需求，深

感加强和按户数增加网格员配置的重要性。

二、几点建议：

（一）、建立建全社区事务准入制度。进一步厘清政府

与社区的职责边界，对当前社区事务进行梳理，不合理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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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审批、行政监管、政务服务等事务尽可能的进行协调剥离，

对于委托社区协助完成的事项，严格按照“权随责走、费随

事转”原则，提供相应的工作经费和条件。建立健全并严格

执行社区事务清单制度，政府职能部门需要进入社区或委托

社区办理的事务，需要向本级社区建设组织协调机构提出申

请，批准后方可进入，有效防止政府职能部门把“权力下放”

异化为“职责下放”，切买减轻社区和网格员负担。

（二）、进一步推进部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统筹推进

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建立权威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综合

各部门进入社区的工作内容和考核要求，设计与社区网格化

服务管理相适应的考核评价体系。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制定统

一的基础数据信息采集清单，做到一表采集、一次录入、多

口应用。积极推动市、区两级集中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合建设，

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录入统一进入市、区基础数据库，再由

数据库向各业务部门系统自动匹配、导入。

（三）、进一步加强网格员队伍职业化、正规化建设，

按户数增加网格员配置。加强网格员业务培训，完善网格员

选拔聘用、目标考核、管理使用等机制，建立动态化管理的

网格员数据库。提升网格员基本待遇，在街道层面对社区事

务准入部门的人员经费进行统筹，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以社

会平均工资水平为基准，合理确定网格员待遇。推广在网格

员队伍中考核选拔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作法，形成



4

长效机制，进一步拓展网格员的职业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