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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红格善治”疏通治理脉络

邹月媚是贵港市港北区发

展改革局副局长，也是盛世名

城小区的小网格指导员，除了

要做好本职工作，她还要联系

统筹社区的工作者，做好网格

工作。

“小网格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常态化开展‘敲门入户’活

动，化解矛盾纠纷更及时高效，

基本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

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纠纷就

地解’。”邹月媚说。

去年以来，贵港市创新实

施“红格善治工程”，市、县、乡、

村四级党组织同频联动，共设

置“两类四级”网格 3.3万个，全
市 8.3 万名公职人员全部下沉
网格，“网格+警格”充分融合，
共快速处置各类矛盾纠纷和突

发案事件 19万多件。
“广西织密织牢织细基层

网格，全区社区网格 2.51万个、
乡村网格 8.81万个、抵边抵海
地区网格 2454个，基层党组织
建在网格上，做到‘网格建到

哪，党组织就覆盖到哪’。”自治

区党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指

导处处长黄炳洲介绍，“微网

格”联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南宁市良庆区持续构建自

然坡微治理框架，健全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乡村微治理组

织体系，筑牢党建“组织链”，建

立末梢治理“微网格”。

良庆镇新兰村打造“党组

织+党员中心户+党员户+农
户”的“微网格”工作模式，把

农户按自然坡分为 4 个网格，
以合作社党员骨干为党员中

心户，给农户提供种植规划、

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等帮助。

新兰村党支部书记陈福华说：

“我是村干部，又是网格长，通

过搭起党组织与群众的连心

桥，让党员心中有群众、群众

有事找党员。”

记者了解到，广西将党支

部建在网格上，党组织勇于担

当，网格员勤于排查，实现矛盾

纠纷有人管、大事小事不出

“格”。2022年，累计调处矛盾纠
纷 13.3万件，协助排查治安隐
患两万余个。

数字赋能提高治理效能

4月 10日，崇左市宁明县
寨安边境检查站利用大数据精

确锁控，配合上级和兄弟单位

在辖区抓获 7名偷渡人员。
“我们利用系统统计分析功

能，响应边境派出所、情报调查

队、边境巡按队管控需要，激活、

挖掘数据资源，在系统建立 6类
标签，实效精准布控，将基础数

据与边境管控有机结合。”寨安

边境检查站站长汪文龙介绍。

寨安边境检查站坚持数据

日尽结、周分析、月研判，定期

复盘梳理信息数据，打造智能

防控“最强大脑”。

广西重网建网用网，升级

智能化装备和智慧服务平台，

依靠现代科技发现风险征兆、

判断风险走向、推演风险处置，

提高实时监测、科学预警、及时

处置和主动服务的水平，提升

了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指数。

走进南宁市宾阳县大桥镇

兴宁村，智能摄像头、智能云广

播、智慧大屏、“惠村”微信小程

序等社会“智”理触角延伸到乡

村治理的各个“神经末梢”，村

民享受着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凭祥市涉外法律服务工作

站设立 24 小时自助法律服务
室，整合律师、公证、法律援助

和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

为群众提供线上免费公共法律

服务。同时，开通调解和法援视

频咨询服务，通过点对点远程

视频，为群众提供实打实的优

质服务。

崇左市龙州县水口镇罗

回村活用“一库通”智慧平台，

将民生实事、惠民补贴、“四

务”公开、办事流程等数据信

息上传后台，让群众关心的急

难愁盼问题可通过手机客户

端一键查询和留言反馈。随着

信息技术更好地服务群众生

产生活，各项惠农政策走好

“最后一公里”。

群防群治提升治理水平

广西坚持走群众路线，尊

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构建基层党组织牵头、党员

群众共参与、志愿力量齐助力

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汇聚振兴

乡村、治理乡村的智慧和力量。

桂林市遇龙河畔有一个远

近闻名的“网红村”———阳朔镇

鸡窝渡村。这里灰瓦白墙、花团

锦簇，择一处民宿诗意栖居，成

为许多游客的选择。

几年前，这里污水横流、畜

禽乱窜，游客到了村口就转身

而去。2019年，阳朔县开展“五
清五建”综合整治，村民积极响

应，鸡窝渡村仅用 3个月就大
变样。基层党组织建立党建联

盟，党员干部群众主动参与到

漓江保护宣传、执法工作中，引

领带动沿岸群众实现从“被动

整治乱象”到“主动保护生态”

的思想转变。如今，村民有的开

民宿、办农家乐，有的到景区公

司上班，已然是一派环境美、产

业兴、人气旺的景象。

东兴市东兴镇竹山村位于

我国陆海边境线交汇处，辖区

海岸线长 21公里、陆地边境线
长 4 公里，竹山村的党员、群
众、志愿者自发组成护村队，对

村子和海上界碑进行巡查，还

配合海关水上缉私队开展巡

查，好风景好治安促进了当地

的旅游业发展。

4 月 21 日，2023 年“壮族
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活动盛大

开启，从首府到村寨，从红七军

故乡到刘三姐故乡，群众自编

自唱的普法山歌回荡在青山绿

水间，传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也把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唱

进了各族群众心里。“石榴结籽

一家亲，同心同德向前奔；生态

宜居大改变，幸福生活日日

新。”循着山歌放眼，一幅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

画卷在八桂大地徐徐展开，壮

美迷人。 （据《法治日报》）

广西乡村治理用足“绣花功夫”

SOCIAL GOVERNANCE

“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

场”，是记者走访诸暨乡村时经

常听到的形象比喻。这里不少

基层干部表示，除了锻炼身体，

篮球也是基层治理的抓手。诸

暨市枫桥镇枫源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骆根土介绍，诸

暨每个村都有灯光篮球场，有

了球场以后，村民傍晚会来这

里锻炼身体，日常生活更加阳

光、积极、健康。

实际上，不止于村民娱乐

方式的正向引导，篮球在诸暨

较高的普及程度和地位，让许

多基层矛盾和纠纷有了新的化

解思路。

“篮球队员在村子里面说

话的分量非常高，很有地位。”

诸暨市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陈初明告诉记者。

作为村干部的骆根土对此

深有感触，“正因为群众对篮球

这项运动的喜爱，篮球打得好

的人往往在村子里也特别有

‘话语权’，深得百姓信任。无论

是处理观赛过程中的冲突、还

是劝说村民做好门前屋后清

理、处理邻里矛盾等，篮球队员

站出来，往往可以加快问题的

解决。”骆根土说。

在诸暨，篮球还具有独特

的“社交属性”。

在诸暨市次坞镇道林山

村，一座特高压变电站的建设

工作曾遇到了困难。结合诸暨

人喜欢篮球这一特点，供电公

司的干部们想到了用打篮球的

方式化解难题。

“我们组织供电公司的篮

球队和村里的年轻人打了六七

场联谊赛，两边的关系很快就

拉近了不少。年轻人再帮我们

和家里的长辈沟通，有效推进

了这项工程的进行。”国家电网

浙江电力诸暨供电公司办公室

负责人毛年永说。

结合篮球比赛的契机，供

电公司还把本就准备进行的环

保宣传工作放到了球场边，向

观赛村民科普相关环保知识。

“当然打篮球只是解决这

个问题其中一个环节，其他一

些政策方面也要跟上，但是通

过打篮球确实拉近了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让彼此间打开了心

门。距离拉近了，很多事情就都

好说了。”毛年永说。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如果把社会的稳定比作大厦，

那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和谐就是

这座大厦的地基。在诸暨，篮球

正在成为打牢和谐家庭这个地

基的一环。

据诸暨市篮球协会主席黄

生华介绍，2020年起，诸暨市篮
协开始举办“家 BA”，即诸暨市
幸福家庭三人制篮球赛，至今

已成功举办三届，共有 500多
个家庭参加了比赛。

“诸暨人都非常喜欢篮球，

有的时候亲戚之间、家庭之间

会打一打，玩一下，我们发现

了这个现象以后就觉得可以

作为一个赛事来推广。”黄生

华说。

小孩子和大人同场竞技，

比赛规则自然也要做出适当调

整。诸暨市篮协根据比赛特点

设计了诸如划分进攻区域、赋

予小球员“无限出手权”、限制

大人防守动作等规则，还增加

了家庭罚篮比赛、技巧比赛并

将成绩计入总分，让快乐和幸

福充满“家 BA”的赛场。
“今年我们还要成立幸福

家庭俱乐部，把比赛规则拍成

视频，向大众推广，在‘村 BA’
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篮球触

角。”黄生华说，“家庭篮球赛的

意义在于通过篮球架构起家长

与孩子之间平等深入交流的新

桥梁，引导孩子健康成长，营造

和谐美满的家庭氛围。”

“球场让乡村美起来、靓起

来，球赛让乡村动起来、乐起

来，成为了弘扬‘枫桥经验’的

新载体。”谈到乡村篮球，浙江

省体育局局长郑瑶表示，通过

篮球这项运动，广大村民的生

活品质大大提升，邻里之间的

交往交流大大增加，乡风乡貌

得到了很大提升，同时篮球对

社会的治理也起到了积极的助

推作用。

“这就是体育的魅力，这就

是体育文化的魅力。”郑瑶说。

（据新华网）

乡村篮球为基层治理赋予体育能量

”

近日，“村BA”全国赛启动，再次在全国掀起了乡村

篮球热潮。在“篮球之乡”浙江诸暨，当地群众也在

今年迎来了自己的“村BA”———诸暨首届和美乡村篮球联

赛。记者通过走访发现，乡村篮球赛在诸暨已有十余年历

史，在这里，篮球早已不仅是村民们的娱乐方式，更是为基

层治理赋予了独特的体育能量。

”

“
寻求最大公

约数，画好

最大同心圆。广西壮

族自治区重视政治

引领在乡村治理中

的作用，通过“红格

善治”做实“精细化”

服务，数字赋能做优

“家门口”服务，群防

群治做强“组团式”

服务，以“绣花功夫”

绘就新时代壮美广

西基层治理的“锦绣

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