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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宽巷子美食街的快速发展，
客流量爆发式增长和商户经营模式
的日益多元化，对街区治理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为此，通道街街道宽巷
子社区党总支积极探索创新，构建起
了“网格长统筹协调、网格员精细服
务、美食街街长桥梁纽带”的“铁三
角”商业网格治理模式。

该模式将宽巷子街区及周边的
经营商铺划分为8个商业网格，每个
网格配备 1名网格长、1名专职网格
员和1至两名美食街街长，三方力量
共同发力，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多方联动”的微治理闭环模式。
通过明确各主体的职责分工、强化协
同联动机制、创新治理手段，充分发
挥“网格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作用，
有效攻克了诸多治理难题，打造出独

具特色的商业网格治理新模式。
宽巷子美食街商业网格“铁三

角”的8个网格长均由宽巷子社区的
年轻社工担任。网格长负责全面统
筹协调网格内的各类资源与事务，涵
盖制定网格治理规划、对接上级政策
与资源、监督治理任务的落实情况以
及协调重大矛盾纠纷等重要工作。

网格长会定期组织召开网格治
理联席会议，邀请网格员、街长、商户
代表、居民代表共同参与。联席会议
围绕食品安全、环境卫生、交通秩序
等重点问题，制定阶段性的治理目标
和详细的行动计划。例如，在旅游旺
季，宽巷子美食街经常会出现客流拥
堵的现象，影响游客的体验和商户的
经营。针对这一情况，网格长充分发
挥其统筹协调能力，联合交警、城管
等多个部门，深入调研分析后，制定
科学合理的交通疏导方案。同时，对
停车区域进行优化规划，增加临时停
车位，加强停车引导，有效缓解了人
流车流压力，保障了美食街的正常运
营秩序。

作为商业网格治理的“神经末
梢”，宽巷子美食街商业网格“铁三
角”的8名网格员承担着网格内日常
巡查、信息采集、问题上报与初步处
置的重要职责。他们时刻关注网格
内的商户经营状况、基础设施维护情
况以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致力于
确保各类问题能够早发现、早介入、
早解决。

为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宽
巷子美食街的网格员实行“三查三
报”工作法。晨查秩序（9∶00—10∶
30），网格员会仔细检查商户“门前三
包”的落实情况，包括环境卫生、秩序
维护等方面，同时重点排查用火用气

用电等安全隐患，一旦发现问题，立
即与商户沟通并及时进行处置。午
查优体验（13∶30—14∶30），网格员会
深入游客集中区域，主动了解游客的
需求和意见，同步检查网红打卡点的
设施完好度，保障游客的游玩体验。
晚查保安全（20∶00—22∶00），网格员
会重点检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电路
是否老化以及餐厨垃圾清运情况
等。为确保闭市后环境卫生的整洁，
网格员建立了“网格员—商户—环卫
或物业公司”三方对接机制，保证垃
圾能够在闭市后30分钟内及时清运。

为实现问题的高效处理，网格员
还建立了完善的问题分级机制，通过

“发现—派单—处置—反馈”全流程追
踪体系，对各类问题进行精准管理。

宽巷子美食街商业网格“铁三角”
的11名美食街街长，均由在商户中具
有较高威望、热心公共事务的商户负责
人担任。街长依托旧城宽巷子商会，
积极推动商户自治，明确诚信经营、
环境卫生、噪音控制等一系列规范，
引导商户自觉遵守，共同维护美食街
的良好形象。为提升商户的责任意
识与安全管理能力，街长定期组织商
户开展食品安全培训、消防演练等活
动，商户们掌握了更多的食品安全知
识和消防技能，为美食街的健康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访手记：

在宽巷子美食街商业网格“铁三
角”的运行过程中，精准的角色定位、
灵活的协同机制是实现高效治理的
关键要素。

角色定位“准”是协同共治的基
础。网格长侧重统筹协调，专注于整
体规划和资源调配，避免陷入具体事
务的执行中，确保治理工作的宏观方
向正确；网格员聚焦末梢执行，将工
作重点放在日常巡查和问题的初步
处理上，杜绝因任务过多过杂而导致
超负荷运转，保证治理工作的精细
化；街长积极协调商户诉求，推动商
户自治，有效防止“政府干、商户看”
的治理断层，促进商户与政府之间的
良性互动。

协同机制“活”是协同共治的保
障。通过晨会制，网格长、网格员、街
长能够及时沟通信息，实现问题的快
速发现和反馈；分级处置机制则根据
问题的不同类型和严重程度，明确各
主体的职责和处理时限，确保问题得
到高效解决。

这两种机制相互配合，让三方既
各司其职又紧密协作，形成了“问题
发现—分析研判—联动处置—效果
反馈”的完整治理闭环，大大提高了
治理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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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员赵洪声：

用“情”“理”“法”三剂“良药”化解基层矛盾
●本报记者 刘沙沙 马妍 文/图

在阿尔泰社区的街巷内，居民
们总能看到网格员赵洪声夹着调解
记录本匆匆赶路的身影。这位扎根
基层的“老调解员”，从漏水纠纷到
积案化解，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
他用“情”“理”“法”三剂“良药”化解

基层矛盾，累计调解纠纷 580 余起，
成功率达 98%，被居民亲切地称为

“社区赵哥”。
“调解不是和稀泥，既要解‘法

结’，更要通‘心结’。”在赵洪声的工
作室里，墙上挂的“三面镜子”很好

地诠释了这句话：法律条文是“规矩
镜”，民情日记是“透视镜”，群众口
碑是“正衣镜”。赵洪胜以“五心调
解法”（即倾听诉求要耐心、调查取
证要细心、沟通疏导要贴心、化解矛
盾要公心、跟踪回访要暖心）为调解
原则，形成独具特色的调解品牌。

在龙兴小区物业费纠纷中，10
余位居民因物业服务质量问题而拒
缴费用，双方僵持不下。赵洪声先
后组织 10余次调解会，他翻开《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
例》，逐条解释权利义务，用“法律账
本”厘清责任边界。面对居民情绪
激动甚至推搡的场面，他始终挺直
腰板耐心劝导：“咱们依法讲理，拳
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最终，居民
认识到自身行为欠妥，物业公司也
承诺整改卫生、绿化等 6 项服务。
这场“法与情”的双向奔赴，让双方
心服口服。

在第二干休所小区 2 号楼 3 单
元的漏水纠纷案例中，三楼住户家
马桶漏水渗到二楼引起纠纷。赵洪
声多次登门，从“远亲不如近邻”的
老理儿说到物权法的硬杠杠，又协
调军休中心出具房屋维修规范，联
动物业制定不扰民施工方案。当他

第 6 次上门时，三楼业主终于答应
维修。

蔚蓝家园楼上居民装修时震裂
了楼下屋顶墙皮，物业调解 6 次未
果。在社区矛盾调解中心，赵洪声
别出心裁组织“茶桌调解”，请来建
筑工程师用模型演示震动原理，又
让双方互换立场模拟对话。当楼上
业主听到“自家”装修队强词夺理
的说辞时，顿时红了脸。这场特别
的“角色互换”让双方各退一步，当
天便达成了补偿协议。

在民生小区 4号楼，因楼上业主
家长期漏水，楼上楼下两户邻居从
争吵演变为“拒不相见”。赵洪声 5
次夜访楼上住户，既算法律赔偿“经
济账”，又打将心比心“感情牌”，最
终促成楼上业主主动维修防水层并
补偿楼下业主 2000元。

看着两家人在调解室共饮一壶
茶，赵洪声在日记里写道：“化解矛
盾就像修漏水，既要堵住裂缝，更要
疏通心渠。”

如今，“有纠纷找赵哥”已成为
社区居民的口头禅，“洪声工作室”
培育的 12名“调解员”活跃在 7个小
区，在赵洪声带领下，不断化解社区
矛盾纠纷，促进居民和谐共处。

小善大爱·青城微光记

“反诈日报”准时送达精准守护群众“钱袋子”
●本报记者 安娜

“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日赚千
元……”5 月 10 日 7 时 58 分，家住
赛罕区的居民王女士接到一个带
有“电子口音”的来电，她正准备按
照对方要求操作时，突然想起社区
民警董伟在微信群中推送的“反诈
日报”内容，瞬间警醒。

“差点就点链接了！”王女士后
怕之余，立即按照“反诈日报”上的
预警专线拨打举报电话，成功拦截
了一起“刷单返利”电信诈骗。

这幕精准预警的场景是赛罕
区公安分局乌兰察布东路派出所

“反诈日报”守护群众“钱袋子”的
缩影。

自今年起，每日 8 时整，辖区
居民的手机都会准时收到由乌兰
察布东路派出所精心编发的“反
诈日报”。打开微信聊天界面，网
格群、商户群、校园家长群等 80多
个线上群组同步接收图文并茂的

“反诈日报”，封面或为民警制作
的卡通形象反诈标语，或为近期
高发骗局的情景漫画，内页则以

“案例拆解+防骗口诀+报警指引”
的形式，将晦涩难懂的反诈知识
转化为“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的实用指南。

“以往的反诈宣传缺乏系统性
和时效性，群众记不住、用不上。”
乌兰察布东路派出所民警介绍，

“早上是居民获取信息的高峰期，

利用这个时段推送反诈知识，能有
效抢占‘注意力高地’，让反诈意识
在潜移默化中扎根群众心中。”

为确保“反诈日报”内容精准
有效，乌兰察布东路派出所组建了
由社区民警、刑侦骨干、宣传专员
组成的采编团队，每日梳理全国最
新诈骗案例，结合辖区发案特点进
行本地化改编。同时，运用大数据
分析群众阅读习惯，灵活调整内容
形式，从文字、图片到短视频，不断
创新呈现方式，让反诈宣传更具吸
引力。

“这份‘反诈日报’比闹钟还准
时！”在长乐宫商圈经营服装店的
李老板笑言，“每天开店前刷一刷，
不仅自己提高警惕，还能给顾客念
叨念叨，让大家一起守好‘钱袋
子’。”像李老板这样的商户，如今
已成为“反诈日报”的义务宣传员，
通过店内张贴海报、顾客群转发等
方式，将反诈知识传递给更多人，
形成“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

据介绍，自“反诈日报”推行以
来，乌兰察布东路派出所辖区电信
诈骗发案率环比下降 15%，群众主
动举报线索数量上升 30%，反诈宣
传成效显著。

下一步，赛罕区公安分局将以
乌兰察布东路派出所为试点，逐步
推广“反诈日报”模式，持续织密反
诈防护网。

民警开展反诈宣传

“别过来！再靠近我就跳下
去！”5月 6日，呼和浩特如意河畔，
一名男子坐在河边维修通道的台阶
上，双腿浸泡在河水中，看到交警试
图接近时，他的情绪十分激动。最
终，在交警和派出所民警的温情劝
说下，该男子终于放弃了轻生念头。

当日14时53分，正在市政府东
门附近执勤的新城区交管大队九中
队交警李猛、马斌，被一位神色慌张
的女士拦住：“河边好像有人要轻
生！”二人立即朝着如意河方向飞
奔而去。抵达现场时，看到了坐在
河边的一名男子。李猛刚想上前施
救，男子突然摇晃着站起身，脚步踉
跄地向河水深处走去。看着河水漫
过男子腰部，两位交警的心瞬间提
到了嗓子眼。但他们强压内心的担
忧，迅速停下脚步，用充满关切的语
气安抚道：“兄弟，有啥事咱们慢慢

说！”
之后，两位交警与男子保持安

全距离，开始轮流与其谈心。男子
声音哽咽，倾诉自己孤身一人，无亲
无故。“你不是一个人，从现在起，我
们就是你的家人！”马斌坚定而温暖
的话语，如同穿透阴霾的一束光，照
进男子心中。

随着劝说的深入，男子泛红的
眼眶噙满泪水，紧绷的身体也逐渐
放松下来。他缓缓转过身，一步步
朝着岸边挪来。最终，男子重新坐
回台阶，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抽动。
此时，辖区派出所民警也赶到了，他
们与两位交警一起席地而坐，继续
给男子做心理疏导，直到他彻底放
弃轻生念头。

随后，民警将该男子带回派出
所，经过耐心劝导和心理安抚，最终
将其送回家中。

“我们就是你的家人！”
如意河畔交警一席话救下轻生者

●本报记者 安娜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多亏了
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忙，不然我真不
知道如何申请低保。”日前，回民区
吕祖庙街社区居民李先生感慨道。

前些时，李先生怀着忐忑的心
情走进社区，神情中满是焦虑与迷
茫。社区帮办代办工作人员小杨
察觉到李先生的异样，微笑着迎上
前询问：“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吗？”李先生无奈地说：“我生活困
难，听说能申请低保，可我不知道
咋弄，心里很着急。”“您别着急，申
请低保的事我帮您办。”小杨温和
地对他说。

在交流过程中，小杨详细了解了

李先生的家庭状况。原来，李先生因
身体原因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收入
微薄。小杨告知李先生申请低保所
需的材料，包括身份证、户口本、收入
证明、病例等，并帮他梳理目前已有
的材料，列出还需补充的清单。考虑
到李先生获取收入证明可能存在困
难，小杨主动联系李先生所在的工作
单位，沟通协调开具证明的相关事
宜。同时，又仔细帮助李先生填写申
请表格，确保每一项信息准确无误。
提交申请后，小杨持续关注审核进
度，及时将审核情况反馈给李先生。
通过小杨的贴心服务，终于解决了李
先生的实际困难。

居民申请低保遇难题 社区帮办代办暖人心

宽巷子社区和相关部门就美食街
协同共治召开工作调度会

网格长、网格员和商户就污水井疏通事宜进行沟通

赵洪声（左）正在协调邻里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