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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格”激活治理效能“铁三角”稳固平安根基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西园街道文苑社区积极打造基层治理新品牌

本报记者●李亮

“党建引领是基层治理的核心。要充
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凝心聚力，
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红色引擎
驱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绘就共建共治共
享的幸福画卷。”在谈到如何保障“铁三角”
治理模式有效实施时，文苑社区党委书记
贾娜首先想到的便是党建引领。

“铁三角”是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关键支
点。按照贾娜的思路，文苑社区大胆尝试将
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并以“就近和便于开展
工作”为原则，根据党员分布和职责分工，成
立了14个网格党支部，实现了网格党支部
全覆盖，并构建了“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
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小四级网格
体系。这一网格体系是对“铁三角”治理模
式的细化和延伸，更好地实现了网格立体
化、主体多元化、服务便捷化。

通过“结对联系”这根线，将网格党支
部中的党员与群众紧紧“绑在”一起。社区
内30名离退休干部党员勇挑重担，担任楼
栋党小组组长，129名离退休干部党员与群

众结对联系。在文苑新村，楼栋党小组组长
组织党员们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定期学习党
的政策方针，并将其传递给每一位居民，让
党的光辉照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在网格党支部及党员的示范带动下，
文苑社区 14 个网格中的专职网格员按照
定人、定责、定片、定岗的原则，将党的建
设、信访代理、综合治理等各项公共服务和
社会管理工作融为一体，形成“网中有格、
按格定岗、人在格上、事在网中”的工作格
局。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四必访”，即对困
难群众、空巢老人、矛盾纠纷、特殊人群进
行走访，并建立“一户一档”民情档案，目前
已累计建立民情档案7335份。2024年，网
格员累计代办民生事项72件。

为了进一步发挥“熟人治理”优势，文
苑社区通过发布公告、居民自荐、社区推选
等环节，选强配优 319 名单元长。并建立

“三个一”工作标准，让作为“民情前哨”的
单元长能够常态化收集社情民意，协助解
决民生小事。

红色网格成为“新依靠”

“矛盾纠纷不出社区”。咬定这一目标，文苑社
区 用活用好“铁三角”，做实“防”字文章，对苗头性问

题早发现、早解决，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充分发挥网格员、
单元长的“前哨”作用，并通过“吹哨报到”的形式，与有关部

门铸就“联”字磁铁，形成吸附矛盾纠纷的“大磁场”，用“铁三
角”治理模式描绘多元解纷“新枫景”。

“排查风险隐患是网格员、单元长的日常工作，只要发现群
众有‘烦心事’，他们便会主动入户走访，倾听诉求，找准症结，排忧

解难，打好风险防控‘主动仗’，切实将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正因为防控有力，我们社区是全旗为数不多的‘无访社区’。”提到源

头治理，文苑社区党委书记贾娜如是说。
在做实源头治理“防”字文章的基础上，文苑社区按照打造特色品

牌和议事平台的思路，扎实推进“老党员工作室”“五老调解室”建设，重
点培育“奇大姐”“红管家”等调解品牌，打造“银耀文苑 养老宜居”党建特
色品牌。创新设立“协商点—协商站—协商厅”三级议事平台，通过“大家
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激发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热情。2024年以来，社区
打造“邻里议事厅”“小区议事站”“楼栋议事点”等协商议事阵地24个，创
新“线上+线下”议事模式，建立单元微信群42个，开展各类议事活动56场
次，成功解决老旧小区改造、公共空间打造、基础设施升级等热点问题53
个。

有麻烦，到社区找“银辉岗”的老党员解决；有困难，有“五老”志愿
服务队一对一帮扶；有纠纷，不出社区就能化解。这已经成为文苑社区
居民们的共识。

此外，社区还积极联合派出所、城管等部门，通过“网格吹哨、部门
报到”的机制，有效解决了社区治理中的难题，使社区“12345”工单数量
持续下降，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提升。

文苑社区的“铁三角”微治理队伍，实现了党建引领、精细服务与居
民自治的有机融合，营造了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未来，文苑社区将
继续以“铁三角”机制为抓手，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不断提升社
区治理效能，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贡献更多“文苑
经验”，让社区成为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多元解纷描绘“新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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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关键。面对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难题，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西园街道文

苑社区主动领题、精准破题，利用辖区内党员多的资源优势，积极打造“红网精治、幸福满格”基层治理新品牌，运用“网格党支部+网

格员+单元长”的“铁三角”治理新模式，做大做强社区自治“朋友圈”，推动志愿服务、多元解纷等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真正将群众

的“烦心事”变为“暖心事”，为基层治理树立了典范。

群众想什么、盼什么、要什么。这是
基层治理的关键点，也是服务群众的风向
标。文苑社区在精细治理中，以民需为导
向，通过服务项目带动，按照“一对一”帮
扶的形式，探索推行益老、益小、益残、益
困、益乐的五“益”服务，全力打通为民服
务的“最后一米”，用“铁三角”满格服务撑
起群众的“幸福伞”。

在文苑新村小区，有一位年过半百无
儿无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王叔叔，他因身
患疾病基本没有生活来源，之前一直在养
老院生活。后来得知文苑社区的养老服
务中心特别贴心，王叔叔便在这里安了
家，暖心优质的服务为他的生活重新增添
了色彩。他说：“在文苑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既能解决吃饭问题，身体不适还能及
时问诊医治，闲暇时可以参加各类文体活
动，现在的生活有滋有味，特别舒心。”

正如王叔叔所言，文苑社区针对辖区
老年人居多的实际，专门打造了集养老、
医疗、保健于一体的养老服务中心，用实
际行动践行五“益”服务。同时，通过各类
常态化的社区活动，不断扩大邻里之间的

“朋友圈”，让群众在基层治理中感受到暖
城善治的温度。此外，文苑社区为了将民
需导向的“风向标”变为群众满意的“表情
包”，充分利用“铁三角”的治理优势，动员
党员干部及网格员积极深入到居民群众
中，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真正将实事
好事办在群众心坎上。

对于文苑新村 2 号楼的独居老人薛
挨世来说，网格员薛耀是他没有血缘关系

的“亲人”，更是他求医路上的“贴心人”。
薛耀在入户走访时，得知独居老人薛挨世
患有白内障，但因血糖高而无法手术。薛
挨世一直关注自己的血糖指数何时能达
到手术条件，可其行动不便且识字又不
多，寻找医院检测血糖便成了他的一块

“心病”。了解这一情况后，薛耀便开启了
长达两年多的“陪护之旅”。每隔一两个
月，他就要陪老人去医院测血糖，还多次
陪老人去眼科医院检查眼睛，让老人在求
医路上始终有温暖相伴。

延伸服务触角，扩大治理半径。文
苑社区除了通过党建引领，让“铁三角”
发出温暖人心的服务之光外，还借助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探索推出“红色骑士”

“车轮上的网格员”等基层治理新品牌，
利用外卖员、快递员及出租车司机走街
串巷、直接服务群众的优势，不断扩大社
区治理半径，做到问题发现及时，隐患消
除及时。在一次送货途中，快递员贾永
旭发现融媒体中心旁边公共卫生间有一
段掉落在草丛中的电线不断冒着火花，
随时可能引燃附近的供暖管道。面对这
一险情，贾永旭第一时间联系社区，网格
员迅速联动供暖、电力公司，有效化解了
危机。一场重大安全隐患，在“红色骑
士”的及时提醒下消弭于无形。

贾永旭只是文苑社区扩大治理半径，
暖心服务群众的一个缩影。2024年，该社
区通过网格员及新就业群体共收集群众
急难愁盼事项、安全隐患等 46件，均得到
落实解决。

满格服务撑起“幸福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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