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娄底红”汇聚网格点点星火
近年来， 娄底市创新网格化服务管

理模式，建立了覆盖全市、专兼结合、多
方参与的 “娄底红”网格志愿服务团队，
并鼓励街道、 乡镇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
索创新，在“娄底红 ”的旗帜下不断涌现
出“上梅红”“乐坪乐”“长青藤”“天门红”
等特色品牌，形成了群众广泛参与、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自治生动局面。

全市共划分网格 9773 个，配备网格
员 9815 人，建立“娄底红”网格志愿服务
队 9905 支，招募群众志愿者 15 万余人，
网格员和志愿者共同组成的服务管理团
队覆盖了全市每一个楼栋、每一个村组、
每一个单位， 成为基层自治的点点 “星
火”。

“上梅红”是娄底市网格化志愿服务
的先头军。 近年来，新化县上梅街道积极
探索基层志愿服务新举措 ，“上梅红 ”成
为响当当的志愿服务品牌。 他们将全街
道划分为 26 个大网格 、169 个中网格 、
1399 个楼栋（院落）小网格，成立志愿服
务队 2399 支 ，覆盖所有楼栋院落 ，发展
志愿者 4 万余人。 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支
部书记兼任网格长，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员志愿者或社会贤
达担任楼栋长（网格员），带领 4-6 名“上
梅红”志愿者组成小分队，履行学习宣传
政策、调处邻里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和安
全巡防等 8 项工作职责。 通过“上梅红”
APP 将楼栋志愿者和街道指挥中心有效
联通，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出现的问题
可以在第一时间反馈到街道指挥中心 ，
构建了 “街道吹哨、 部门报道”“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的联动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新化县上
梅街道将 “上梅红 ”楼栋志愿服务 “微治
理”模式融入网格管理体系，以体系化管
理、 心贴心服务， 让网格管理服务有力
度、有速度、有温度，形成了天上有“云”、
地下有“网”、身边有“格”、手中有“端”的
“四有”防疫格局 ，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

“上梅红”正是“娄底红”的生动实践

和样板。 “娄底红”进一步增强了服务管
理深度 ，“娄底红”APP 与全市网格化信
息平台对接联通， 实现了市域网格全覆
盖、职能部门全联通 、信息数据全共享 。
为方便群众反映问题诉求，全市 9000 余
个网格均建立服务微信群，实现了“线上
接单 、线下解难 ”；有网格员无法解决的
问题 ，可及时转入 “娄底红 ”APP 按层级
转办相关部门协调解决， 实现 “网格吹
哨、干部报到”。

“屋场会”解决老百姓“麻纱事”
涟源市湖泉镇村民老颜逢人便说 ：

“多亏 ‘屋场会 ’帮我解决了多年的 ‘麻
纱’事，现在我干什么都舒心了! ”

原来，2017 年，老颜要在一座坟墓旁
挖土建房， 因地界争议与同村村民发生
纠纷， 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多次组织
调解未达成共识。2020 年 5 月 3 日，双方
在现场发生争执，导致人员受伤，事态有
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镇政府迅速对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
与双方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在外务工的年
轻人进行深入沟通，了解问题症结，形成
初步解决方案。 接着， 村干部与当事双
方、老党员、乡贤及群众代表在村屋场上
搬来板凳围坐一起召开了“屋场会”。 当
事双方面对面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乡
贤入情入理进行调解， 乡镇分管领导现
场一一理清争议焦点。 结合民俗民风，找
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点， 消除双方

抵触情绪，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书面协议，
并在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的监督下履
行到位。

一次“屋场会”，化解多年矛盾，带来
乡村和谐。

近年来，“屋场会” 作为娄底市在农
村地区创新开展的群众议事协商模式，
通过把干群议事的会议室搬到屋场院
子、田间地头，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
民事民管 ，取得了 “贴近群众接地气 ，组
织群众聚人气，明辨是非树正气，化解矛
盾消怨气”的良好效果。

为方便群众，“屋场会” 一般安排在
晚上或农闲时段，党员干部主动登门，不
拘形式、不限地点 ，没有主席台、干群同
坐一条凳， 与老百姓一起讲政策、 拉家
常、听意见、谈问题、议事情，打通了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米”，真正架起了干群之
间的连心桥。 以村为单位建立问题台账，
对能当场解决的即时解决， 不能当场解
决的知会相关责任方，及时受理、处置 、
答复， 并定期开展回访， 确保群众反映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 “屋场会”把
更多的普通群众、乡贤、贫困户、上访户、
致富能手 、志愿者吸纳进来 ，群众的“话
语权”大大提升，真正做到了“群众说事、
屋场共治”。 娄底市 2020 年推广 “屋场
会 ”模式以来 ，共召开“屋场会 ”2.8 万余
场，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79 万余起 ，70
多名重复访越级访当事人息诉罢访，有
效畅通了社情民意，化解了矛盾纠纷。

“小积分”奏响乡村“大乐章”
在集体经济收入状况较好的行政

村，娄底市推行“积分制”管理，将村里大
小事务纳入积分卡， 村民根据积分参与
村级集体收入分红。 通过实施“积分制”
管理， 探索出一条有效激发农村自治活
力的创新之路。

油溪桥村是新化县吉庆镇一个地处
偏远的山村，近年来运用系统思维，创建
积分制管理模式，以小积分奏响了“大合
唱”。 该村的成功探索，为全市推广积分
制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积分制 ”采用干部群众全参与 、村
级事务全纳入、 考核流程全公开的管理
模式。 在村支两委主导下，以积分考核管
理为主要形式， 将村级各项事务和村规
民约内容纳入积分制赋分项目， 逐人建
立积分动态管理台账， 从积分登记到审
核、公示各个环节进行全程管控。

“积分制”的制定分成“策由民商、策
由民定、策由民决”3 步。 第 1 步，村组组
长分片收集村民关于村级事务的 “金点
子 ”，提交村支两委讨论后 ，再向全体村
民征询意见；第 2 步，以村规民约与收集
到的意见为基础， 拟订积分管理实施细
则； 第 3 步，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投
票，表决通过后，根据实践情况进一步查
漏补缺、修改完善。

据悉，“积分制”计分由基础分、奖励
分和处罚分组成， 根据事项重要程度进
行赋分。 其中， 按各户人口数确定基础
分， 并根据村民参与村级事务包括村庄
建设、产业培育 、文明创建等事项 ，以及
在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突发事件处置中
所作的贡献予以加分， 对造成严重不良
影响的行为予以扣分。 通过积分管理，切
实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没得”运
用到村级事务管理中。

普通村民纳入积分管理后， 积分与
参与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分红等切身利益
挂钩， 让村民真正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
的事来办。 同时，广泛开展评选星级文明
户、先进村组、先进家庭等活动，广大乡村一
派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勤劳向上的好风
气。

党员干部纳入积分管理后， 积分和
村组干部工资绩效制、“四考核” 制度配
套实施，对干部出勤 、参与公益活动 、业
务素质等情况进行考核， 考核标准从抽
象变具体，先进后进一目了然，让每个人
身上有担子、心中有压力、工作有动力。

如今，油溪桥村义务筹工筹劳 7.6 万
多人次， 开展项目自建， 形成了乡村旅
游、四季水果、小籽花生、田鱼、甲鱼等 5
大支柱产业，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从无到
有，村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大幅增长，获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全国百
强特色村庄等多项殊荣。 “积分制”深挖
了乡村振兴的潜力，切实推动村与民共
商 、共建 、共 享 、共 富 ，村 民致 富 与 村
级 发 展 呈现 “大 河 有 水 小 河 满 ”的 生
动景象 。

村民通过屋场会解决共同关心的身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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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红”“屋场会”“积分制”

三大支点创新娄底市基层自治

刘连生 彭晗 王曙蕾 李赛

星城娄底，湘中明珠；社会
安宁，一派祥和。

近几年来， 娄底市坚持为
了群众 、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 、
凝聚群众， 根据全市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差异，创新打造了“娄
底红”“屋场会”“积分制” 基层
群众自治 3 大支点， 凝聚起基
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 5 月
19 日， 中央政法委在第七次全
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
作交流会上推介了娄底市基层
自治创新相关经验做法。

“娄底红”服务志愿者到群众家开展服务，慰问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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