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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盈浦街道办事处文件

青盈街办〔2020〕24 号

关于印发《盈浦街道关于做实城运网格管理工

作的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会、村、企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

现将《盈浦街道关于做实城运网格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盈浦街道办事处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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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6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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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关于做实城运网格管理工作的

实施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市委区委关于“一网统管”工作部署要求，建立

完善盈浦街道城运网格管理体系，提升城市治理指标化、管理化

水平，经研究，结合本街道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意见，具体内容

如下：

一、工作范围

根据上级要求，将原 34 个责任网格进行重新划分，以公安

警务责任区边界为基础，以一个或若干个村居组成一个责任网格

为原则，将盈浦街道辖区 34 个村居（筹备组）结合盈浦派出所

的 5 个警务责任区的边界，重新划分为 5 个责任网格；在每个责

任网格中，区分小区（29 个居委、筹备组）、农村（5 个村）部

分划分成 34 个管理单元。其中，锁定以城市化地区为主的 19 个

管理单元作为 2020 年区级重点挂图作战任务——做实管理网格

的工作范围。（详见附件 1）

二、工作目标

以街面、环城水系区域为重点，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上下功夫，通过建立城市运行管理体系，建设和运行城运系统，

做实网格管理、建立工作机制等举措，实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其中列入区级重点挂图作战任务的三个责任网格 19 个管理单

元内问题的先行发现率达 85%、结案率达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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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工作

（一）建立街道城市运行管理体系

根据上级要求，街道成立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城运

中心），对街道城市运行中的各类人员进行统一指挥、综合管理，

做到发现、处置问题快速、有效。街道城运中心根据街道实际情

况设置在网格化中心（或派出所指挥室），负责人由街道选派优

秀干部担任。日常指挥由街道城运中心、派出所班子成员轮流作

为指挥长，街道派相关职能部门若干人员入驻城运中心指挥平

台。

（二）建设和运行街道城运体系

以市住建委开发的街镇城运系统标准基础版为基础，结合我

街道城市管理需求，在街道城运中心指挥平台的建设城运系统，

实施街道城市运行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

（三）夯实网格基础工作

1、明确重点事项

根据街道城市化区域的实际情况，突出以城市管理、建设、

治安、社会面防控、物业管理等领域为重点，明确重点管理事项，

提高巡查处置工作效能。今后，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增加管理领域。

2、夯实网格力量

居民区内、外队伍全部整合成联勤联动网格队伍，实行网格

化模式开展综合性巡查处置，打造一支 7×24 小时全天候响应的

一线队伍。

（1）设置网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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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长由街道班子领导担任，副网格长由街道部分科室科长

担任，负责协调责任网格内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疑难问题，

管理单元负责人由各居村委会党组织书记担任。

（2）设立联勤联动工作站和居村网格工作站

各责任网格设联勤联动工作站，联勤联动工作站负责街面的

日常管理、整个区域的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工作，由公安、城

管、市场监管等单位人员组成，其中公安、城管、市场监管人员

实施进驻，其他职能部门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实施派驻。联勤联动

工作站站长分别由网格化中心、市场所、城管中队、人口办、派

出所（社保大队）选派优秀干部担任。

各居村设居村网格工作站，工作站站长由管理单元负责人的

居村书记兼任，负责村居所属小区及村部的城市运行工作，管理

单元内的日常工作。工作站副站长由居村班子分管负责人担任，

成员由居村委会、物业公司等单位人员组成。

（3）先行巡查处置力量

先行巡查处置力量，按工作进网格原则落实。

街面区域由联勤联动工作站站长牵头，开展先行发现和处置

工作。先行巡查处置力量由网格监督员、非机动车管理人员，城

市管理第三方人员、一体化养护公司、社保队员组成，将具体人

员设置在各管理网格中，每天对街面进行巡查处置，在巡查发现

问题时用政务微信手机端进行上报案件。

小区、农村管理单元：由责任网格的小区、农村管理单元负

责人的居村书记牵头，开展先行发现和处置工作。先行巡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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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由网格监督员、综治协管员、人口协管员、物业人员和社保

队员组成。将具体人员设置在各自管理网格中，每天对小区、农

村区域进行巡查处置，在巡查发现问题时用政务微信手机端进行

上报案件。

8 小时之内按日常巡查模式正常运转。8 小时之外结合非警

务流转运转模式，街面巡查处置由社保队员、城市管理第三方人

员负责；小区由物业和社保队员负责。网格内先行巡查处置力量

全部编号录入街道城运平台。

3、后期综合管理（执法）力量

后期综合管理（执法）力量，按责任进网格的原则夯实，对

网格内先行处置中难以处置的事项进行综合执法。重点地区和小

区管理单元的后期综合管理（执法）力量由七大部门组成，分别

是：公安派出所、城管中队、市场所、房管所、服务办、凌浦保

洁（街面非机动车管理）、安管中心等单位人员组成，8 小时之

内按日常综合执法（管理）模式正常运转，8 小时之外七大部门

安排工作人员备勤。单元内后期综合管理（执法）力量按网格片

区划分将各部门具体工作人员录入街道城运平台。今后随着城运

系统的不断完善，街道城市管理的需求以及实际情况，可增加其

他综合管理（执法）力量。

4、聚焦问题发现

一是加强主动发现。依托先行巡查处置力量，按照“应发现、

尽发现”的要求，提高巡查发现的效能，利用手机政务微信上报

发现问题。二是运用智能化场景发现。充分利用公安、市场等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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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资源，通过叠加算法，根据智能化场景研发进度，由区中心的

统一安排应用智能化场景发现问题，增加平台对智能化发现问题

的功能，不断提升智能化发现问题的占比。三是强化监督发现。

市民通过沿街商铺二维码，将发现的问题准确定位、及时上报至

街道城运平台。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通过制定市民上报

问题积分奖励制度，鼓励党员、市民参与城市管理。

5、加快问题处置

一是实现人工派单的扁平化流转。按照五大责任网格片区划

分并设置的先行处置力量和后期执法力量的责任区域，由街道城

运平台直接派至网格内处置人员的移动终端处置；针对较难的问

题，网格内人员按照业务条线上报本部门组织处置，必要时通过

副网格长、网格长或街道城运中心进一步协调处置。需要区职能

部门处置的案件由街道城运平台上报区网格平台处置。二是逐步

实现智能化自动派单。随着智能化应用场景研发进度，逐步实现

将智能化发现的问题自动派单到网格内人员移动终端处置。三是

实施问题的分类处置。依托网格内各类力量，对网格内发现的问

题，根据紧急程度分为紧急类和一般类两个层级处置。紧急类问

题（1、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网格部件类案件；2、热线紧急类工

单；3、非警务类警情）,要求处置人员 15 分钟内到场，了解情

况并开展处置；1 小时内形成初步处置结果。一般类问题,根据

网格案件或 12345 热线工单的办理要求进行处置。四是实施问题

处置各环节的闭环管理。对网格内问题处置的各环节均有反馈，

实现问题处置的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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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工作机制

1、联勤联动机制

对于一些需多部门联合处置的疑难案件，由网格长和副网格

长及时与各相关联动单位联络员联系，落实网格内处置力量，确

保联动响应及时，问题处置有效。

2、会商研判机制

街道城运中心定期向各网格长、副网格长收集跨部门、跨区

域的疑难问题，定期由街道城运平台召集相关单位进行会商，处

置疑难问题和部署工作。

3、督查考核机制

由街道城运中心定期对各重点区域的发现主体单位和处置

单位的工作情况，进行督查考核，考核结果将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五、实施步骤

（一）部署启动阶段（2020 年 5 月）

根据区级部署要求，制定做实网格工作方案，并及时进行动

员部署，将辖区派出所、街道职能部门的力量、辅助队伍等力量

落实在网格内开展巡查处置工作，同时发动社会力量和群众，参

与城市综合管理工作。

（二）分步推进阶段（2020 年 6 月- 8 月）

按照区级要求，根据街道方案全面组织、分步推进的原则推

进做实网格工作。6 月份先行先试，做实 1 个责任网格；7 月份

逐步扩广做实其他 4 个责任网格；8 月份，全面做实 5 个责任网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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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巩固提升阶段（2020 年 9 月- 12 月）

对“一网统管”做实网格工作进行总结，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巩固提升做实网格工作实效。

附件：1.盈浦街道“一网统管”责任网格划分图

2.盈浦街道网格划分及力量配置明细表（日间）

3.盈浦街道网格划分及力量配置明细表（夜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