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格联建 推进治理体制现代化

长武县全面建立“三位一体”网格管理
体系和组织体系，全县15个专属网格、234个
综合网格均设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实现党建

“一线引领”，激活治理“红色引擎”。规范化
建成1个县级、8个镇（街道）、140个村（社区）
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合理布局群众接待、

矛盾调处、监控研判三大功能，强化网格阵
地、优化服务功能，推动“小网格”服务群众

“零距离”。党的领导力量、法治工作力量、
社会公众力量全面下沉，组建“三长两员一
中心”网格队伍，配备专职网格员239名、兼
职网格员857名、党员中心户2416名，治理触

角延伸到每个楼栋单元、每户群众。科学编
制《长武县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手册》，健全
党员干部联系网格机制、事件流转办理机
制、矛盾预警解纷机制、绩效考评保障机
制、群防群治推进机制、平急两用转换机制
等6项机制，让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

服务联办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长武县在各镇（街道）建立政法工作
专班，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及时就地
化解矛盾纠纷；在县级实行公证、法律援
助、仲裁、诉讼“证援裁诉”一站式服务，行
政部门行业纠纷一体化调解，确保矛盾纠
纷不上行、不扩散、不外溢。整合部门行
政审批职能，下放部门行政审批权限，打

造县、镇、村三级政务服务体系，为群众提
供一站式证照办理、事项审批等便民服
务，不断优化政务环境，让群众“遇事跑一
地、办事跑一次”。实行村（社区）每周、乡
镇（街道）每半月、县（市、区）每月定期排
查制度，便民事项及时帮、公共事务协助
管、民生实事问需办，有效解决一批看病

难、就医难、上学难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组织“三官一律”进网格，开展普
法教育，提供法律咨询，免费心理疏导，特
别开设法律援助维权绿色通道，引导群众
学法、守法、用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实现法制教育和依法维权
良性互动。

信息联动 推进治理方式现代化

长武县依托该县社会治理中心高标
准建成社会治理现代化系统平台，采集录
入人、地、事、物、组织等基础数据，通过对
海量数据的分类整合、分析管理，实现对
重点部位、重点人员有效甄别、动态掌握，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通过纵向上与镇
（街道）指挥中心、村（社区）处置中心上下

链接，形成县镇村三级联动、快速响应的
综合指挥体系，横向上发挥社会治理信息
平台主干功能和枢纽作用，归集各部门数
据资源、物联设备、信息系统，建立功能集
成、综合研判、统一指挥、扁平高效的综合
指挥体系。同时，全面整合信箱热线、行
业预警、网格上报及线下来访等各个渠道

涉及的社会治理问题。从受理登记、分流
办理、限时办结到最后跟踪回访，为办事
者提供“接待、分流、调处、回访”闭环运
转、“信访、调解、诉讼”有机衔接的“一站
式”服务，让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地”，全力打造县域矛盾纠纷和重大风险
的“终结地”。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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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长武县按照“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全域协同、智慧驱动、共治共享”的总体思路，从基层治理
保障难、矛盾纠纷调处难、工作载体支撑难等问题入手，以政治化为引领，以网格化为抓手，以信息化为支
撑，以制度化为保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行“初心长在、三联共治”工作机制，并率先建
成具有时代特征、县域特点的长武县社会治理中心。

长武长武：：““初心长在初心长在 三联共治三联共治””推动社会治理蝶变升级推动社会治理蝶变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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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武县鸟瞰图。

长武县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群众在长武县社会治理中心窗口咨询有关事项。

网格员入户服务群众。

（上接第一版）
“既然干了就得干好，肩膀担

着责任，就不能糊弄人。”谈及十
余年的付出 ，赵正胜心里始终都
有自己的坚持。正是这份坚持让
他在群众间赢得了好口碑 ，其本
人也连续多年被汉滨区水利局和
汉滨区供水总站评为“管水先进
个人”。

农村供水管理重点在基层一
线，众多像赵正胜一样的“大山深
处守水人”，经年累月，默默坚守，
有效解决了农村供水“最后一公
里”问题，使得群众满意度和幸福
感持续提升。

护得清水佑万家

时值中午，愈发炎热，暴露在
阳光下的皮肤有些灼热。贾天祥
站在一处阴凉下，掏出手机，时间
显示 8 月 18 日 12 点 05 分，当天的
巡查已经持续了 4 个多小时。

石门水源地草木环绕，纵横交
错的沟渠如枝杈般延伸入山间，驻
扎在此的石门水源地保护中心巡
查队每天都要开展巡查。

歇息片刻，贾天祥弯腰拎起地

上的背包，抓着一旁的树枝下了一
处土坡 ，一边手持木棍在前面探
路，一边与同事们往更深处走去。

石门水源地作为汉中市中心
城区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水源，更是
汉中民生、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
石”和“稳定器”。

为切实加强石门水源地保护
管理，汉中市成立石门水源地保护
中心，常年驻守库区，以安全巡查、
环境保护、水质监测等为主要方
式 ，全 方 位 保 证 饮 用 水 源 水 质
安全。

贾天祥所在的石门水源地保
护中心巡查队就是其中的重要一
环。“我们驻扎在石门库区中间位
置，这样可以兼顾上下游。每天通
过步巡、车巡、水巡相结合，对水源
地水质安全、环境安全进行 24 小
时巡查 ，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发
现，及时处理、上报。”贾天祥告诉
记者。

一泓碧水映青山，两岸葱茏入
眼帘。对于巡查队的队员来说，铭
记在心的不仅有如画的美景，还有
一些更特别的存在。

4 块界牌、72 个界桩、20 块警
示牌、16 处宣传牌……“这都是为
了水源地保护而设立的，大家整天

在这巡查，这些都得管理维护，所
以 每 块 牌 的 位 置 也 就 基 本 记 住
了。”上山下坡、沿渠巡岸，经年的
巡 查 让 他 们 对 这 些 标 志 再 熟 悉
不过。

此 外 ，为 进 一 步 密 织 水 源 地
“保护网”，石门水库管理局建设 4
座水质自动监测站、2 座有毒有害
预警系统、23 处保护区全线视频监
控点位，实现了石门水源地原水水
质实时自动在线监测及污染风险
源实时监控。

“这样全方位、立体式的技防
网络，极大提升了中心工作效能，
更 为 石 门 水 源 地 再 添 新 保 障 。”
据石门水源地保护中心主任但冰
燕介绍 ，在加强水源保护宣传的
同时 ，石门水源地保护中心积极
发挥机制联动 ，与当地相关部门
形成合力 ，全力以赴确保清水润
万家。

引水润田乐民心

8 月 17 日，在渭南市合阳县路
井镇路三村的一处农田里，七组村
民高江林打开地头的闸板，给自己
的 4 亩半地玉米浇水。望着水流

涌入田间，高江林心里丰收的把握
又多了一分。

“ 以 前 都 是 土 渠 ，容 易 跑 水 ，
现在修成了水泥渠 ，再也不怕浪
费了。”60 岁的高江林种了大半辈
子地，说到浇地，这几年的变化令
他欣喜不已，“现在庄稼都能浇上
水，产量提高了不少，而且浇起来
更方便，水到谁家地头，群里就有
通知，浇完手机一点，账算得清清
楚楚。”

农田灌溉的日渐便利为群众
增添了种粮底气，也为集体经济发
展注入了强劲活力。同处路井镇
的崔李杨村在水利设施持续完善
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开辟出了增
收致富的新路径。

合阳县地处东雷抽黄灌区，近
年来，该县粮食生产创新高。这皆
与东雷抽黄灌区切实发挥大型灌
区抗旱主力军作用，稳步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密
不可分。

“去年，我们落实‘两藏’战略，
在崔李杨村建成高标准农田 1200
亩，并配套调蓄池 1 座，新增灌溉
水量 3 万立方米，打通了农田灌溉

‘最后一公里’。”东雷抽黄工程管
理中心主任李焕新告诉记者。

近期，面对影响玉米高产丰产
“卡脖子旱”，东雷抽黄工程管理中
心保持满负荷运转，日浇地 1.1 万
亩。截至 8 月 20 日，全年累计浇地
129 万亩（次），超额 14%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走进位于合阳县路井镇的路
井六级站 ，泵站运行工杨渭红刚
与 同 事 交 完 班 。 进 入 机 电 控 制
室，杨渭红点击鼠标，打开自动化
监控系统 ，机组运行情况清晰可
见。他指着屏幕说：“现在是灌溉
的关键时期，要保证机组 24 小时
正常运转。借助这个系统就能实
时监测，再加上人工巡检，就多了
一道保险。”

今年已是杨渭红在路井六级
站 工 作 的 第 13 个 年 头 。 一 到 灌
溉 期 ，他 和 同 事 们 就 异 常 忙 碌 ，
但 大 家 却 无 比 充 实 。“ 一 年 的 收
成就看现在了，庄稼能浇上水，才
能多打粮 ，这会辛苦才能让农民
不白忙。”

每天下班，杨渭红总爱沿着泵
站门前的台阶往坡上走。站在高
处，便能看见路井六级站的干渠，
草木葱茏间，一渠水缓缓向前，经
过旁侧的支渠流入万亩农田，滋润
着一季的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