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长武县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以信访

工作法治化为牵引，探索推行

“三联共治”（即网格联建、服务

联办、信息联动）基层社会治理

模式，走出了一条以基层善治赋

能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荣获陕

西省“十大法治事件”提名奖和

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长

武连续 5年获评“省级平安县”
“三联共治”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模式被评为中国改革 2024年度
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县域案例。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一头连

着社会“安全指数”，一头连着居

民“幸福指数”，是基层社会治理

工作的重要部分。

长武地处陕西西大门陕甘

交界处，地理位置特殊，人口流

动量大，矛盾纠纷多，为把矛盾

化解在基层，该县以信访工作法

治化为牵引，探索推行“三联共

治”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了

小事不出网络，大事不出镇，难

事不出县，矛盾纠纷化解在最基

层，走出了一条以基层善治赋能

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绘就基层

治理“同心结”。

2024年，长武县镇村三级共
办理便民服务事项 21148件，走
访群众 139873次，收集意见建议
780余条，解决困难问题 520余
件，群众满意率达 98.7%以上。

网络联建 让治理更精细

“小区的路灯坏了”“3号楼
的住户老人长期独居需要买药”

“1号 6 楼的灭火器不见了”“问
题已收到！马上去处理”……自

从李小惠成为“专职网格员”后，

收到群众的反映和诉求，马上处

理已经成为她的一个习惯。

“前几天，她不嫌麻烦，与楼

上住户沟通，将我家卫生间漏水

的问题解决了。”2024年 12月 27
日上午，长武县豪城明珠小区住

户樊永固说。

樊永固今年 66岁，孩子在
西安上班，老人独居。前几天，他

家里的卫生间漏水，网格员李小

惠在日常走访中了解到情况后，

积极与楼上住户沟通协调，使漏

水问题得到解决。

豪城明珠小区住户 304户、
970余人，李小惠既是该辖区的
居民又是一名专职网格员，负责

该辖区的政策宣传、信息采集、

民事代办、矛盾化解等工作。

“我的工作范围很广泛，平

时咱像‘家庭管家’，群众家长里

短的琐碎事情、矛盾咱都管，有

时给群众把矛盾处理了，很有成

就感。”李小惠坦言。

像李小惠这样专职网格员，

长武县共有 249名，他们既是信
息采集的能手，又是政策宣传的

先锋，还能化身平安巡防的卫士

和矛盾调解的专家。

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涉及

面广、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系统

性工程。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就

要从处理好群众关切的每一件

小事做起，压实属地责任，及时

解决群众的闹心事、烦心事、忧

心事，编织起党委政府与人民群

众之间的“同心结”。

改革就要多服务群众，从

“多次跑腿”到“最多跑一次”的

转变，长武县就是这么实践的。

近年来，长武县把网格化作

为基层现代化治理的根本抓手，

探索建立社会治理网格员制度，

把服务范围拓宽到群众生活方

方面面，将基层治理触角延伸到

社区村组、楼栋单元，实现“人在

网格走、事在网格办”。

据悉，该县将全县 133个行
政村、7 个社区划分为 249 个网
格，组建了“三长两员一中心”五

级工作队伍，配备专职网格员

249名，兼职网格员 1882名，党
员中心户 2416名，这些人发挥
政策宣传员、平安巡防员、矛盾

解决员的作用，让基层治理更精

细、更暖心。

长武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车小明介绍：“近年来，县上以政

治化为引领，网络化为抓手、信息

化为支撑，创新推行网格联建、服

务联办、信息联动的‘三联共治’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形成了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格局。”

与此同时，该县建成社会治

理信息平台，“长通办”PC 端和
移动端的“一平台两终端”，实行

“10分钟受理、1小时转办、小事
1天内办结、大事 3天内办结、难
事 7天内办结”的“11137”事件限
时处置机制，使问题得到快速解

决处置。截至目前，全县共为群

众办理各类事件 21148 件，全力
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服务联办 让治理更高效

走进长武县社会治理中心，

大厅内设公安、司法、教育、住

建、环保、农业农村局等 9 个政
法单位和相关行政部门、12个行
业调解委员会，这里提供“调援

裁诉审”全链条法治服务，做到

各类纠纷“一揽子”解决。

“前段时间，因为医疗纠纷，

我来到这里反映情况，感谢调解

员的开导，提供的全链条法治服

务，让我明白了法律的重要性。”

当事人王先生说。

“一站式”矛盾调解中心和

网格员的合作是长武基层治理

的一次重要尝试，通过“网络站

岗、调解在先、法治兜底”的方

式，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矛盾纠

纷，实现小事不出网络、大事不

出镇、难事不出县，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据长武县政法委社会治理

中心干事张涛介绍：“过去群众

办事需要多头跑，我们将各部门

集中到一起办公，从源头上解决

了职能部门任务随意转嫁、责任

不明晰的现象，整合 22 个县级
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各层级赋权

事项全部实现‘一站式’。”

长武县完善村镇县三级便民

服务体系，将村（社区）便民服务

大厅承接民政、医保等代办事项

30余项，镇街便民服务中心集中
受理社保、环保等 10个领域 50
余项公共服务事项，县政务服务

中心整合 22 个县级部门 275 项
政务服务事项，各层级赋权事项

全部实现“一站式”服务，让群众

“有事跑一地、办事跑一次。”

“一张网”实现了基层治理模

式的“转型升级”，过去的各种工

作在这里得到了整合、梳理，过去

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纠纷，也通

过网格联动得到了妥善处置。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武县

聚焦资源下沉，职能聚合，深化

“组团式服务”，实行“干部包网

格、党员联网格、网格员驻网格”

机制，半年遍访网格群众、季度

走访困难群众、每月家访重点对

象，面对面准确掌握社情民意，

点对点为群众排忧解难。

2024 年，走访群众 139873
次，收集意见建议 780余条，解
决困难问题 520余件。

信息联动 让治理更智慧

彭公镇槐庄村是一个压煤

区搬迁村，屋舍青黛灰瓦，建筑

风格别具一格。村子占地 122
亩，全村 300余户近千名群众。

槐庄村邀请网格员、网格

长、老党员担任调解员，组织党

员治安联防队，在党群服务中心

设置了红白理事、言和工作室

等，用情用理用法，为群众提供

信访受理、矛盾调解等服务。

村上的事务千头万绪，矛盾

纷繁复杂，侵占耕地、邻里纠纷

的矛盾较为突出。前段时间，槐

庄新村村民魏拴成因别人侵占

耕地问题与村民发生矛盾，反映

到槐庄村委会，调委会人员和村

里三组组长姜文生对耕地进行

现场丈量，划清耕地双方最后表

示认可。

说起调解工作，槐庄新村党

支部书记、调委会主任鱼英平很

有心得：“调解工作要以情动人，

以理服人，要倾听群众说理，会

给群众讲理，这样才能把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去年槐庄村共调

解矛盾纠纷 30余起。”

长武推行的“三网式”网络

管理模式，将社会治理的“触角”

一直延伸到了乡村。鱼英平感

慨：“如今，槐庄村邻里纠纷减少

了、人居环境越来越美。”

长武县坚持以数字技术再造

重塑社会治理体系架构、工作流

程、运行机制、推动互联网最大变

量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

通过开通“长通办“”手机应用，群

众可便捷地使用“随手报”“问题

墙”“社区圈”和“便民热线”等 8
个模块，在掌上快速反映诉求、深

度参与治理，真正实现了“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注

册使用人数 11.1万人，占常住人
口的 74.1%，2024年以来，解决反
映问题 5469个。

数据在云上共享。建成全县

基础数据库，迁移汇集 11个部
门 16类 600万条数据，实现数据
一次录入、多层级共享，解决了

数据孤立分散、重复采集问题。

在长通办管理端和移动端，开通

事件流转、信息公开、法治服务

等 56项功能，整合法院在线、婚
姻登记、异地就医、困难救助等

15个行业部门应用，减少了多头
注册、实现一端统管。

调度在平台实现。构建功能

集成、反应灵敏、协同高效的综

合指挥体系，统一整合全县 152
路视频会议、929路物联设备、57
处重点部位、11个应急物资库，
横向连通部门单位，纵向调度镇

街村组，通过可视化、智能化、扁

平化调度实现平急两用一键切

换、应急力量精准调度、风险隐

患高效处置。

谈起长武在改革中所取得

成绩，长武县委改革办副主任曹

丽萍说：“在深化改革中，县上坚

持‘小切口’‘大纵深’，去年全面

完成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保障、

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 115 项改
革事项，三联共治基层社会治理

模式、1+4模式、千万工程三五工
作模式等多项做法得到中省市

层面推广，下一步，我们将不断

提升长武改革的影响力，为建设

现代化‘富强美好’新长武贡献

改革力量。”

优化基层治理需久久为功，

需要大力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长武县在基层治理中，进一步把

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努力

提升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探索实

践“三联共治”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机制，将网络联建、服务联办、

信息联动，分层级、分类别、分群

体推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以解

决问题的高效来纾解怨气、赢得

信赖，从而实现小事不出网络、大

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县，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进一步密切党群干

群联系、增进党群干群感情。这一

做法，畅通了民意反映渠道，丰富

了民主形式，在暖民心上用情，在

解民忧上用力，让基层治理更有

温度。 渊据叶咸阳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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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绘基层治理“同心圆”

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探索实践野三联共治冶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纪实

冶
野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基础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