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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半年多，居民对专职网格员的认可度明显提高。“穿网
格员制服的小伙子很精神！”太湖街道居民李女士说，在小区里
看见网格员感觉很安全，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放心找他们。东
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以往派出所里有户口协管员，多为地区

上的老居民，优点是熟悉邻里且富有亲和力。年轻网格员刚着
手工作时有点陌生，可是后劲足，学习适应能力强，遇到制作电
脑表格、手机APP操作、大数据系统录入等工作一学就会。在
职能方面，网格员由原先单一的人口信息采集向全覆盖、综合型
职能转型，主要工作内容涵盖了安全隐患排查、基础信息采集、
社情民意收集、矛盾纠纷化解、政策法律宣传等。而且网格员中
不乏专业技能人才，有利于创新服务。如网格员邹娴会说英语
和法语，针对辖区外籍人员日益增多的情况，今年派出所从网格
员队伍中选拔了邹娴在内的6名外语特长网格员，与2名外语特
长民警组建了一支涉外服务战队，对外籍人员开展管理和服务等
工作。

从经开公安分局了解到，该区在全市首创“职业化、专业
化、全覆盖”治理模式，把公安主管的专职网格员全部嵌入网
格内。社区民警开展群众工作、掌握社情民意、管理实有人
口、组织安全防范、维护治安秩序、应急救助服务等6项主要工
作职责和网格员的11项工作深度融合。目前，房屋漏水、租房
纠纷、捡到身份证等“非紧急、非警务”警情开始由专职网格员
第一时间参与处置。根据“分局指挥中心—区网格中心—专
职网格员”三级派警模式，梳理三大项21类网格接处警清
单，依托“警网融合”平台和“网格E通”APP直接派单给专
职网格员。警单派发至专职网格员的同时，由区网格中心
同步推送至社区民警，既能指导网格员处置，又能作为应
急力量予以及时支援，实现警网联勤联动。

采访中有关人士表示，网格能提供精细化服务，今后
深耕“一亩三分地”的专职网格员将越来越受到欢迎。为
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省公安厅已起草相关办法，

将明确网格员职责、保障措施等问题，进一步规范网格化服务
管理工作。 （晚报记者 念楼/文 警方供图）

提起网格员，很多人会联想到一群热心大
爷大妈戴着红袖套走街串巷的场景。事实上，
现代城市中的网格员在向年轻化和专业化发
展。连日来记者走近专职网格员，了解他们在
警网联动中从菜鸟变为综合型能手的故事。

平均年龄33岁
这群专职网格员活力阳光干劲足

在太湖新城，网格员和社区民警的照片、电话
一起公布在小区楼道，然而网格员一开始上门走访
时，仍吃了不少闭门羹，网格员马越还为此哭过鼻
子。有一回她和业主沟通上门登记，这户人家是头
一回去，业主很谨慎，要求她先和物业联系证明一
下身份。马越联系之后便上门了，可晚上突然接到
业主家电话，对方不知何故竟指责她擅闯民宅，马
越委屈得哭了出来。“有些居民对网格员不了解、
不信任，难免有不配合的情况。”有户居民误以
为马越做传销，上门几次都不肯开门，还把她
骂了一通，最后小区保安过来才完成了信息
登记。不过她说自己不会退缩，只要认真
做好工作，居民们自然而然会熟悉她。

“居民起初不知道网格员是做什么的，
有时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在，不敢轻易开门。”
大桥社区网格员郭晓盼说，熟悉之后，有的老阿
姨见到她会热情地招呼她去家里坐坐。进入暑
假，网格员上门时如果发现中小学生独自在家而且
轻易开门的，反过来还要敲警钟作提醒，让孩子提
防陌生人。如今入户走访登记、办理居住证、解答
居民疑惑、查看出租房安全等都能妥妥处理，年轻
的网格员渐渐“老练”，与居民建立起了良性互动。

“哥，听说你最近发达了，有什么好的挣钱路子
带带兄弟吗？”“我在网上发现一个绝棒的理财平
台，注册一下绑定银行卡，接下来就躺着收钱啦。”
一段网络小视频中，两名男子正在聊天。听到其中
一人把买房子的80万元都投进了平台理财，另一
男子不禁担心，提醒他不要遇上骗子。“证照齐全，
绝对靠谱！今天利息到账，给你看看。咦，怎么本
金利息都无法到账了？”……

这段视频由梁南苑网格员李子木和小伙伴编写
拍摄而成，他们称之为网络小剧场。小剧场每月拍
摄一期，从介绍网格员的工作到针对“杀猪盘”、理财
诈骗等的防范提醒，内容越来越生动精炼。李子木
说，每次他们会和派出所民警沟通，寻找近期的防范
宣传重点，然后抽业余时间写小剧本。小伙伴们自
演、自拍、自剪，热情很高充满欢乐，像投资诈骗小故
事中人物的花衬衫、金项链，都是向同事朋友借来
的。摸索了几次，网格员们发现两分钟左右的小故
事最受人欢迎，“故事太长很多人没耐心看，如果太
枯燥也很难引发兴趣”。

之所以想到拍小剧场，是因为网格员们发现，社
区大门附近的公告栏对居民吸引力减弱。许多年轻
居民进出匆忙，拿个快递、提份快餐或者打着
手机，不会刻意停下脚步阅读公告栏上的信
息，如果驾驶汽车进出小区，就更不会停下
来。而印刷出来的纸质防范提示，发给居
民后有的人会随手一放不仔细看。想到
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网格员尝试以
一种轻松活泼的方式，把“公告提醒”
贴到朋友圈里。“微信上和不少小区
居民加了好友，发出视频后还真有
居民点赞留言”，而且这些短视频
在警务室、社区活动现场都可以播
放，网格员们琢磨着今后要把一些能说理说
法的邻里小纠纷改编成故事，进一步寓教于乐。

作为市区率先组建起来的专职网格员队伍，经开区162名
网格员平均年龄33岁，大专以上学历占八成，其中不乏硕士研
究生。有人会问，为什么高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愿意做这份
收入普通、事情琐碎的工作呢？

研究生郭晓盼是个二胎妈妈，最初因为丈夫在无锡工作，她
才离开老家来锡求职。郭晓盼学习社会工作专业，她说网格员
对她而言是专业对口的工作，虽然要轮着上白班和中班，但节奏
比较规律。遇到排中班的日子，上午可以在家照顾小朋友。而
且她认为，为居民服务不等于变成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居委大
妈，随着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网格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从
澳大利亚留学回来的江辰学习金融专业，之前他在证券
公司等企业工作过，现在担任南湖家园网格员。江辰
说，相比以前在金融类公司成天压力山大，他更喜欢现

在简单的生活以及和睦轻松的同事关系。
李子木以前在贸易公司工作，应酬多、加班频繁还动

不动要出差，“现在工作结束后，我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相
处”。他认为当网格员能保持一种阳光乐观、积极向上的状

态。比如小区里的住户来自天南海北，有时生活习惯的不同会
带来摩擦，需要网格员调解。有次他接到一家居民投诉，反映隔
壁邻居喜欢开着大门炒菜，味道熏得人受不了。李子木上门时
也被呛到了，原来被投诉的人家是群租房，里面的住户喜欢吃
辣，每次下班回家炒菜都放大把辣椒。经过从居家安全、公共环
境等角度一番分析劝说，住户答应以后炒菜时把大门关上。李
子木说，尽管一些事情看起来不大，可对居民来说是当务之急，
能帮助居民解决问题，让他觉得这份工作带着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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