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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格、一个人穿梭在居民小区；一手机、一支笔记
录着社情民意；一双眼、一颗心系着百姓平安……这就
是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网格员们的工作日常，她们每天
穿梭于大街小巷，如同一缕缕阳光，温暖千家万户。

一本统计手册，成为网格工作的“活字典”
“要想服务好居民，就得摸清他们的情况和需

求。”为了保证网格内的住户信息档案详实、准确，不
漏户、不漏人，上游社区第二网格员徐永萍时常“定
时错峰入格”，入户探访，了解居民需求，收集详实信
息，并把各类信息分别建档，做到网格内家庭情况
清、人员类别清。

在入户走访时，面对个别群众的不配合，她总是
耐心解释。时间久了，通过热心、耐心、用心服务，
让群众从陌生到熟悉，从冷漠到热情，逐渐改变看法
接纳了“网格员”。她随身携带一本统计手册，清楚标记
着上游社区第二网格登记住户894人，实际住户416户、
常住人口524人、在职党员30人、孤寡老人8人等信息，
这本手册成为她工作的“掌上通”。

一句坚定口号，成为网格工作的“铁规矩”
每天坚持走访入户4小时，成为新建社区第五网格

员盛小春熟悉群众的关键招。在和同事们的交流中，她
说：“网格工作没有捷径，每天坚持入户4小时，一路走
来，拉近了我同居民的距离，成为百试不爽的工作法
宝。”

“网格里的事就是自家的事。”一次走访中，盛小春
发现14号楼两户居民因噪音问题产生了矛盾，邻里之间
有隔阂。得知原因后，盛小春分别对双方进行了耐心的

沟通调解，用“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多多体谅对方的难处。最终，双
方达成和解，原先剑拔弩张的邻里关系得以缓和。

盛小春总是把居民当成自家亲人，尽心尽力为大家
办实事、办好事。为了守护网格内和谐，让问题在萌芽
中解决，她用“一次一次地入户、一遍一遍地跑腿”耐心
帮助居民跨过心里的坎，消除彼此的隔阂，维护邻里友
善相处，共建和谐美满网格。

一张工作清单，成为网格工作的“导航塔”
新建社区第八网格员乔伟习惯把工作事项记录下

来，日积月累形成工作“专属清单”。“这可不是一张简单
的‘工作清单’，上面记录着信息采集维护、安全隐患排
查、特殊人群服务、矛盾排查化解、民意搜集调查、政策
法律宣传、为民代办服务等12件内容，件件跟居民息息
相关。”

“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为居民送去暖心服务是
乔伟网格服务的宗旨。乔伟所在的网格为老旧小区，高
龄老人和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平时子女都不在身边，照
顾和走访辖区老人是她每天工作的重点。她通过打电
话、定期上门探访等方式，与老人们促膝谈心，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活、身体状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困难诉求，帮助
他们代买代办生活所需。此外，乔伟每到一户老人家
中，都会仔细检查老人家中的燃气灶、电线插座等，排查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并叮嘱老人用火用电安全。慢慢
地，乔伟变成了老人口中的“贴心人”和“小闺女”，乔伟
耐心又细致的服务与关爱，让老人们感受到了来自社区
的关爱与温暖。

小小“网格”让群众幸福“满格”
本报记者 柏雪 通讯员 代茜

11月21日，走进淮南高新区王圩村振兴“小菜园”，只见田间地垄阡陌纵横、砖砌篱笆整
齐划一、瓜果蔬菜长势喜人，不少市民正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浇水、采摘、搭架，忙得不亦
乐乎，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在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认领菜地，特别得好，我们利用周末或假期带着家人和孩
子来到自家认领的菜地播种、除草、采摘，既让孩子体验到农耕的乐趣，又缓解了我们平时繁
忙的工作压力。”认领菜园市民张溪丽说。

本报记者 陈海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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