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五线工作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交出合格答卷

创新推出西城平安码 多举措精细化管理流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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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西城街道以疫情防控为契机，抓住流动人员管理服务的“牛鼻子”，以“党建+网格化管理”的形式构建社会治理新
格局，同时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因地制宜探索出西城平安码，推动流动人员管理常态化。该街道还划细划小基层作战单
元，设立楼道长、微网格员，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联防队员等群体能动性的基础上，主动吸收流动人员参与管理。在矛盾纠纷
化解中，西城街道积极探索“五线工作法”，形成社会治理聚合态势，助力平安西城建设。

一直以来，西城街道都以创

新基层社会治理为工作目标，以

“依靠党建引领、发挥社会参与、

构建五线管理、促进行业调解、

预防网格研判”为抓手，探索出

了“区域管理串点成线工作法”

“职能管理连线成面工作法”“群

团管理线线融合工作法”“行业

管理穿针引线工作法”“联合管

理统一战线工作法”的“五线工

作法”，为矛盾双方搭建一个综

合、完善的理性沟通平台，提供

了专业、优质的调解服务，解决

影 响 社 会 稳 定 的 源 头 性、根 本

性、基础性问题，进一步推进了

平安西城、法治西城建设。这也

是西城街道打造“龙山经验”都

市版的重要体现。

近日，记者走进不久前投入

使用的西城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中心，看到群众的部分矛

盾纠纷可在大厅服务台前“直接

就诊”。据了解，目前该中心派驻

了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后续还将派驻更多职能部门的工

作人员，可一站式满足各类矛盾

纠纷化解。

在这个集矛盾纠纷、法律服

务于一体的矛盾纠纷化解驿站

里，西城街道整合了多种纠纷化

解平台，将疑难复杂案件通过网

格长、村（居、企）调解主任逐层

上报至中心，由中心对矛盾纠纷

进行调处并根据其类别进行分

流，对重点疑难案件进行指派，

实现由“自扫门前雪”的分散式

调解模式向“集约管理、集成服

务”转变。

为实现矛盾纠纷化解在第一

线，西城街道还成立多个村级调

解室、调解点，多元化完善纠纷化

解机制，及时化解了在美丽乡村

建设等项目推进中出现的宅基地

纠纷、土地纠纷等群众反映强烈

的民生问题、矛盾纠纷。

此外，该中心还通过聘请社

会知名人士担任金牌调解员、构

建村级联合调解团化解村级疑难

纠纷、群防群治、两代表一委员联

系重点网格重点村（居）等多种工

作机制，努力实现家庭纠纷不出

院落、邻里纠纷不出组、小纠纷不

出社区、大纠纷不出街道、矛盾不

上交的目标。

记者了解到，岭张村流动人

员 多 为 步 阳 集 团 员 工 ，为 做 好

流 动 人 员 矛 盾 纠 纷 协 调 工 作 ，

该 村 联 合 步 阳 集 团 成 立 了“ 西

红卫士”，成员由该村村干部、

步阳集团主要领导以及派出所

民 警 组 成 ，切 实 做 到 矛 盾 不 出

村（企）。

一个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社会

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综合体为

西城的百姓解决了社会矛盾纠

纷。据统计，去年以来，西城街道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共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200多起，其中金

华市挂牌矛盾纠纷1起，疑难积案

3起，及时有效地将矛盾纠纷化解

于萌芽状态。

人员流动大如何控？矛盾纠

纷如何管？在流动人员管理工作

中，西城街道强化网格管理，压实

责任，不仅实现了流动人口管理

服务由“粗放”到“精细”的转变，

更在此次疫情大考中交出了合格

答卷。

推行西城平安码 织密微网格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西城街道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这是西城街道刚推出的平

安码，大家扫码后按要求填写个

人信息。”连日来，西城街道各村

社干部主动上门，帮助租住在本

村社内的流动人员登录西城平安

码。

“在西城平安码登记上后，租

户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户籍所在

地、现住地址等信息会同步到后

台存储。此举既能准确采集流动

人员信息，又方便实时管理。”西

城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黄俊鹏

告诉记者，从前，流动人员信息均

由房东上报至相关部门，如果遇

到突发事件，需通过相关部门调

取信息。而西城平安码投入使用

后，街道就能直接将人定位到具

体的地点。

村社工作人员也对西城平安

码表示认可：“外来租客流动性

大，难以掌握其相关信息。现在

有了西城平安码的助力，我们的

工作轻松不少。”

据了解，目前西城街道各村

社已基本完成平安码登记工作。

下一步，西城街道将在每户出租

房上粘贴平安码二维码，方便外

来租客随时填写基本信息完成登

记。为做到管理与服务并重，西

城街道也正努力在平安码中拓展

预约挂号等服务功能。

为加强网格化社会治理，西

城街道还对网格化管理网络进一

步细分，以街道党工委领导为大

网格，把网格划小、织密，形成微

网格，将楼道长、联防队员甚至是

房东都纳入微网格，壮大网格化

管理队伍，层层压实责任，切实将

管理服务职能延伸到最末端。

黄俊鹏说：“在此次疫情防控

工作中，街道建立的微网格发挥

了很大作用。而划细划小基层作

战单元，细化网格主体，也是为平

安西城建设奠定基础。”

大徐村流动人员约 5000 人，

是西城街道较为典型的“出租大

村”。疫情发生后，该村迅速响

应，将村级网格细化为 4 个小网

格，由护村队队员、村两委干部、

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担任网格员，

房东担任微网格员，形成“房东管

理流动人员、村集体管理房东”的

管理模式。

同时，该村还按照“谁出租、

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了“以房管

人”机制，村集体与房东签订责任

书，监督房东履行出租房管理主

体责任，严格落实流动人员进出

管控。接下来，该村将设立流动

人员党支部，让流动人员也参与

到村务管理工作中，增强流动党

员的“主人翁”意识，不断扩大网

格化管理队伍，强化网格管理作

用。

岭张村流动人员多时可达

4000 多人。一直以来，该村充分

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按照“一格

一员、一员多格”的模式，由经验

丰富的黄德强和黄明星担任流动

人员专管员兼网格员，实行“以村

管房、以房管人”，确保流动人员

和出租房屋“底数清、情况明、管

得了、控得住”。

“我们每天至少巡查一遍，对

每间出租房的房东、房客信息登

记在册。哪位流动人员住在哪个

出租房，房东是谁，我们都了然于

心。”已经当了 8 年专管员的黄德

强介绍，他和村民黄明星主要负

责村里流动人员排查与登记。村

里流动人员流动大，他们不仅要

每日核查租客信息，掌握流动人

员和出租房屋的动态变化情况，

还要做好网格内的房东管理工

作，明确房东的义务和职责。

租户向房东报平安，房东向

村委会报平安，村委会向街道报

平安，实现租户、出租屋 100%登

记在案，西城街道通过织密微网

格，最终提高了社会治理水平。

新投入使用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新投入使用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工作人员正在调解某企业员工突发性疾病纠纷

大徐村工作人员正在登记流动人员相关信息大徐村工作人员正在登记流动人员相关信息

村社工作人员上门推行西城平安码村社工作人员上门推行西城平安码

□记者 潘燕佳

上宅口自然村每户出租房门前贴有流动人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