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社区网格化管理总结 社区网格管
理员个人工作总结(通用5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
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区网格化管理总结篇一

自20**年8月踏上网格员岗位以来，来到xxx社区已经快三年
的时间了，也对于网格员这份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能
够认真的履行网格员的各项职责，每天按时开展巡查并通过e
通打开，完成网格中心通过e通下派的各项任务。现将20**年
全年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信息采集是网格员最基础的工作职能，也是网格员工作的重
中之重。我所在的网格为xxx社区1号网格，管辖范围经过今
年多次的网格调整增加到8栋楼310余户798人。该网格属杂居
小区，流动人口多，人员复杂。利用一日双巡及社区组织的
统一入户将以掌握及未掌握的信息进行了及时更新，以保证
辖区内信息准确率，并为其它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信息
基础。

1.重点人口管理：我所在的网格有3名重点关照人群，3名均
为精神病人。对于重点关照人群我始终保持与他们的家人的
联系，密切关注他们的活动情况，精神病人是否按时服药，
并定期上门走访了解家庭情况，并为其尽量赠其政府福利和
帮扶。

2.矛盾排查化解：利用一日双巡及辖区内志愿者排查网格员
矛盾纠纷，做到了第一时间了解、第一时间赶到、第一时间
化解。成功化解了多起居民矛盾，矛盾当事人各方均满意，



成功保障了网格内平安、稳定，小矛盾不出网格，大矛盾不
出社区。

每天认真开展一日双巡，重点开展城管巡查工作，对网格内
的占道经营、生活垃圾堆放、公用设施损坏、污水外溢等城
管事、部件进行管理，发现问题通过e通进行上报，在城管部
门的帮助下均得以解决。并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对部分老旧
道路进行了道路改造，方便了居民的日常出行。

对年满65岁的老年人通过e通进行代办老年证，极大的方便了
居民，共计代办老年证62份。同时配合民政专干进行低保核
查，对已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员进行清理。为居民代办社区
医疗、养老服务，在年底协助民政专干认真完成了社区无房
及缺房户的公租房申请工作。

通过上门入户、志愿者提供信息、门店流动人口清查等方式
全面掌握辖区内流动人口婚育情况，对于有怀孕迹象的人员
第一时间上门核查，发现并上报怀孕人员1名。全面摸排辖区
内孕妇及新生儿信息情况，帮助居民为新生儿办理户口等证
件。

社区工作事无巨细，紧张而繁琐，做的都是最基层的群众工
作。到社区工作以来，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自
身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也存在着
一些不足，例如对于某些事情的处理思维尚不够成熟等。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要继续向领导和同事学习，在群众中树立
良好的形象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社区网格化管理总结篇二

清河区柳树湾街道西郊社区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网格化管
理的新要求，在开展社会网格化管理创新工作中，拓展工作
思路，在加强社区硬件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覆盖社区内
全体居民的社区网格系统和发放“便民服务一卡通”，把社



区服务直接延伸到单位和家庭，实现了联系群众无盲点、网
格管理溶于网格服务中的管理模式。

西郊社区属于“城郊结合部”，为了实现“排查全覆盖，管
理无缝隙，服务全方位，有问题要及时发现，有矛盾纠纷及
时化解，有需服务及时到位”的网格管理要求，成立了网格
领导小组，由社区书记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将辖区划分为4个
网格，两委会成员任网格组长，每格网格配备4至5名工作人
员，构建了以社区党委为统揽，居委会为基础、综治办为中
坚，党员突击队、社会志愿者队伍等共同参与的网格系统，
实现“社区有网、网中有格、人尽其责”的网格管理。

为了做到“排查全覆盖、管理无缝隙、服务全方位”，西郊
社区建立健全了社区网格小组长每周例会制度、网格化工作
例会制度、零上报制度、网格化管理责任倒查追究制度、入
户走访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有效的保障了社区网格管理工
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社区对工作人员的考核，每周进行一次
检查督办，每月考核评比一次，考核结果纳入社区绩效考评，
为确保网格化管理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充分调动
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开展后，社区工作由以前的专人单项、
一岗一责向一专多能、一岗多责转变，网格责任人包揽责任
区内的各项事务及信息采集、登记等多项工作，为了让社区
群众“有话跟我说，有事找我办，有难找我帮”，将网格负
责人和信息员的联系方式制作为展牌，安装在网格醒目位置，
还向辖区居民发放“便民服务一卡通”。西郊社区“便民服
务一卡通”内容涵盖社区民政残联、计生妇联、劳动医保、
退休管理、城管卫生、煤气保修、火警等联系电话。唐老太
是西郊社区的低保老人，近日因病住院，花去了很多医疗费。
西郊社区在网格排查中了解到情况后，向唐老太发了一
张“便民服务一卡通”，并把情况向社区作了汇报，社区及
时把她列入特殊困难群体帮扶对象，并为她了大病医疗救助
金，“大病救助金虽解决不了你的全部困难，但我们将继续



对您进行帮扶。”201_年5月8日，西郊社区党总支书袁树国、
网格工作人员带着慰问品，来到西郊五组居民唐立英家里看
望，唐老太道：“我还没来得及找社区，你们就已帮我解决
了困难。”

西郊社区在三月份网格化管理创新工作中，印发了”便民服
务一卡通”20__张。通过在排查中发放“便民服务一卡通”，
搜集网格各类信息，合计排查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6起，解决
民生问题10件，排查治安安全隐患8起，实现“小小一卡通，
服务到家中”的网格精细化服务，更好的将社区管理溶于社
区服务中，作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的网格管
理要求。

社区网格化管理总结篇三

从20**年3月我转岗成为社区网格管理员以来，在社区领导及
同事的帮助下，自已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
高。社区工作事无巨细，紧张而繁琐，做的都是最基层的群
众工作。网格管理员岗位虽小但我们的工作体现了政府关心
群众，服务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的宗旨，当自己的工作得到群
众的肯定时，一种自豪油然而升。半年的社区工作使我受益
匪浅，现将半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我是张家坡社区5号网格员，管辖范围为**号，共有居民楼9
栋，居民住户322户，居民人数723人，门面36间，市场1家。
通过上门入户我对辖区的情况有了个基本了解，使居民对我
们社区网格员也有了个初步的认识，并在每栋楼推举出一名
热心居民担任楼栋长，方便以后我们更好的在群众中开展工
作。

我所在网格位于城乡接合部且属于杂居小区，城市管理问题
突出，经常有居民找社区化解矛盾。东山大道287号与**村交
界，由于**村污下管道堵塞造成污水流进287号居民家中。居



民反应给我后，我和社区领导多次找**村村委会协调，并将
此事上报到矛盾化解平台，得到的街道和城管部门的支持最
终为居民维修了下水管道。半年来共化解下水道堵塞、油烟
扰民、垃圾扰民、家庭纠纷等社会矛盾12起。

为下岗失业人员办理就失业证，组织就业困难人群参加职业
技能培训现场招聘。

给年满60岁的老年人办理老年证，对家庭收入发生变化的低
保户，进行上门核查及时上报。统计辖区内60岁以上老年
人**人，并对老年人对社会养老进行问卷调查，了解老年人
对养老服务的需求。

对辖区内的门面进行流动人口清查，并为流动人口办理流动
人口婚育证明。组织辖区内育龄妇女参加计生服务站的“三
查”。申报辖区内企业退休人员的“独生子女”奖励金。摸
排孕妇及新生儿的信息采集。

社区网格员工作虽然繁琐，但只要本着服务群众，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的思想。乐于奉献，甘于吃苦，立足本职，干
一行爱一行，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
好。

2019年社区网格员工作总结

社区网格员个人年终总结

社区网格化管理总结篇四

社区网格化管理是一项社会管理创新工程，为把网格化管理
做好，做实，做精，做细，造纸社区通过健全服务网络，强
化服务功能，改善社区管理，提高工作效能，实现了社区服
务管理的全覆盖、全天候、零距离。



一、主要工作措施

一是实施了管理区域网格化。按照“任务相当、方便管理、
界定清晰”的要求，考虑居民的认同度和社区工作人员的状
况，社区设置了14个网格，形成居民委员会主任—社区工作
人员--楼栋长为线条、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党总支为核
心的条块结合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

二是实现了基础档案规范化。造纸社区自制居民基础信息表，
表内涉及计生、医保、社保等28项内容，保证每家每户信息
采集的完整，同时全部输入电脑。网格管理员又自制了每栋
楼档案的封皮，对楼长、单元长、流动户、党员户等分别用
不同颜色标记，做到重点户一目了然，便于有针对性的开展
管理服务工作。

三是实行了管理内容标准化。社区网格化管理主要以“三
活”、“四清”、“五必报”为内容，“三活”即社区工作
人员对责任网格的工作对象和工作资源准确掌握，成为本网
格的“活户籍、活档案、活地图”;“四清”是指每名社区居
委会成员都要对所负责区域的情况掌握清楚，做到家庭情况
清、人员类别清、区域设施清、隐患矛盾清;“五必报”主要
是针对楼栋长的职责而言，是指他们能够做到发现安全隐患
及不稳定因素必报、新增孕妇必报、外来人员流入必报、居
民房屋出租必报、公共设施损坏必报。

四是推进了管理人员责任化。在网格化管理中每位社区工作
人员都将巡查作为日常工作，坚持每天巡查，实现人到格中
去，在网格中察民情、访民意、解民忧、促和谐，成为发现、
受理、处置、协调、报告第一人。对于网格工作中的任何问
题都由该负责人第一时间接手处理，对于能够现场解决的问
题现场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再与社区其他网格负责人碰头，
共同协商解决。

五是有效转变工作作风。实行网格化管理以后，每位社区工



作人员都有了自己的一份“责任田”，促使他们经常深入群
众，了解和听取居民的意见建议，使社区工作重心下移，居
务信息的来源更多，情况掌握更全面，更重要的是消除了机
关化工作现象，把工作的触角延伸到网格，延伸到一家一户，
及时了解居民的需求，及时解决一些矛盾和问题，有效地避
免了工作“盲区”和“真空”，实现了社区管理服务全覆盖。

二、问题和不足

一是居民参与意识还需提高。由于城市社区居民素质层次不
同，不少较注重隐私，居民在网格服务人员入户走访、采集
信息过程中，经常会“避而不见”，往往无法采集到第一手
资料。

二是团队服务质量还需提升。每一个小的网格都承载着社区
所有的工作，包括计生，社保、医保、综治等多项内容，这
就要求社区工作人员要具备多方面，多层次的知识，熟练掌
握各类政策法规，目前看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是楼栋长的积极性还需调动。楼栋长作为网格内的重要成
员，在社区管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他们都
是热心社区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但其主动性还有待于提升，
作用的发挥和调动尚需要一定的资金和物质支持。

三、下一步工作

一是要进一步摸清家底，建册立库。网格化管理实际上就是
精细化管理，要做到小事不出院落、大事不出社区的管理目
的，人口信息不清是制约精细化管理的瓶颈。社区网格内人
员应在辖区内更加深入地开展人口信息摸底工作，最终实现
基本群体、特殊群体、流动群体三项详实信息入库工作，以
详实的基础信息为网格化管理提供赖以生存的条件。

二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为提高群众知



晓率和参与率，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在宣传栏、公共活动场
所、各楼栋等张贴宣传材料，悬挂网格示意图，公布网格责
任人照片、姓名、联系电话、工作内容和服务管理职责等基
本信息，向每个住户发放网格责任人服务联系卡，营造浓厚
的舆论氛围。

三是要加强学习培训。要分层次、分类别地坚持经常开展学
习培训，不断提高网格责任人的素质和能力，有地开展政策
法规、业务知识、职业道德等方面的专题培训。网格责任人
要自觉加强相关政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
质，更好地完成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任务。

社区网格化管理总结篇五

根据市、区要求，为进一步深化“和平夜话”实践活动，促
进机关干部能力提升和作风转变，切实做好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工作，机关党员、干部须下沉社区入列轮值工作。按照
单位工作部署和要求，我立即响应组织号召，积极报名，并
于20xx年xx月xx日-xx日第一批下沉到包联社区xx居委会开展
入列轮值工作。在这一周里，在社区党委的组织带领下完成
社区轮值服务的工作。下面将我一周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走访慰问百岁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

第一天，我们在社区组织下，走访慰问了四达里小区百岁老
人吴书成，大家一起拎着大米、食用油送去对社区老人的关
怀和温暖。在路上，我听社区董主任介绍吴爷爷103岁了，身
体还很健朗，前几年自己还骑车出去买东西呢，非常期待能
亲眼看望下老人。当我们来到吴爷爷家时，很不巧老人家去
医院检查身体，多少有些遗憾。不过大家还是很关心老人现
在身体状况，仔细向吴爷爷女儿询问了老人目前的身体状况、
生活起居等情况，跟我们一起慰问的还有医院的医生，他们
详细的询问了老人饮食、睡眠情况，叮嘱家属有困难及时向



社区反映，并随时提供免费上门服务。这是我轮值社区的第
一项工作，很有意义，一句真情的问候、一份简单的慰问品，
都饱含着我们的真情关怀和祝福。

（二）参与消防演练，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第一天下午，和平消防支队来到社区组织开展冬季消防演练
活动。我们也一起参与到这个活动中，聆听了消防支队人员
的讲解，并配合社区向周边居民发放消防宣传单100余份，向
居民普及消防知识。记得一个很有难忘的场景，一位妈妈带
着女儿经过，女儿出于好奇想靠近，妈妈有些担忧，但在消
防支队人员鼓励和帮助下，女孩第一次尝试着使用灭火器，
大家都为这个小女孩的勇敢鼓掌。

冬季是火灾事故的频发期，此次消防演练活动有助于增强居
民消防安全意识，为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共建社区平安
家园贡献力量。作为我个人也切实感受到消防意识不强，甚
至基本的消防知识和能力不具备，很荣幸可以亲身参与这个
活动，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在校园、社区等更广的范围内开展。

（三）美化社区环境，积极配合社区开展集中清整

第二天下午，社区居委会书记组织大家开展社区卫生清整活
动。我们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认真巡检新宜里、辅恩里、四
达里、寿安里等小区，不放过一处垃圾死角，大家一起清理
出三车垃圾杂物。当天我们一共清理了三个居民更换的坐便
器，社区王xx开玩笑说“可能是近期天气严寒，连坐便器都
爆裂啦！大家都组团换了”，一句玩笑话，但大家没有任何
怨言，都积极抢着干，特别是社区女同志们不怕脏不嫌累，
踊跃干在前，抢在先！正是他们默默无闻的辛苦付出，才换
来了社区干净、卫生、整洁、和谐的社区居住环境，也用实
际行动赢得了居民的认可和好评，更好的联系了群众，服务
了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