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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联勤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会治理联勤工作的术语和定义、组织机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管理要求、评价

考核。

本标准适用于县（市、区）开展社会治理联勤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026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21061 国家电子政务网络技术和运行管理规范

GB/T 21064 电子政务系统总体设计要求

DB32/T 2763-2015 街道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32/T 2763-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会治理联勤 social governance joint logistic

综合协调相关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职能部门，整合多方资源，开展统一指挥、联合巡防、联动处置，

及时发现、防范和依法处理社会治理中的各类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社会治理工作模式，以下简称

“联勤”。

4 组织机构

4.1 领导机构

县（市、区）及乡镇（街道）层面应分别成立联勤工作领导机构，明确具体领导成员及职责等。

4.2 指挥中心

配合联勤工作实际情况，县（市、区）及乡镇（街道）层面应分别成立联勤指挥中心，负责联勤工

作具体指挥、协调。

4.3 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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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参勤单位

4.3.1.1 参勤单位宜包括但不限于如下部门：信访、建工、建设、房产、公安、司法、教育、民政、

人社、物价、安监、环保、城管、交通、水利、商务、农业、卫计、市场监管、文广、水务、国土等单

位。

4.3.1.2 参勤单位根据联勤工作的要求构建完善的部门联勤工作体系，明确主管领导、联络员，配合

各级联勤指挥中心的要求在权责范围内开展具体执行工作。根据本单位联勤工作职责、任务和联勤工作

流程制定工作方案。

4.3.2 乡镇（街道）

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和相关科室应共同参与，建立联勤工作机构。配合乡镇（街道）联勤指挥

中心开展辖区内具体社会综合管理事件的巡查、发现、处置、上报、反馈等工作，及时协调参勤单位共

同完成处置工作。

4.3.3 村（社区）

村（社区）应建立联勤工作站，依据DB32/T 2763-2015的要求开展网格化服务和管理工作，配合参

勤单位和乡镇（街道）开展联勤工作的具体执行、实施。

4.4 联勤队伍

乡镇（街道）可根据实际情况联合村（社区）建立联勤队伍，在乡镇（街道）权责范围内开展联勤

工作。联勤队伍可由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派出机构行政力量为主体，联合村（社区）保安、网格长、

网格员、联勤志愿者等辅助力量组成。

5 工作内容

5.1 基本要求

联勤工作应涵盖但不限于民生服务、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环保巡查、平安法治等内容。

5.2 民生服务

主要为关注和走访弱势群体，宣传就业创业、劳动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政策，开

展便民服务、公益服务和志愿服务。

5.3 城市管理

主要为检查网格内市容管理、环境卫生情况，对沿街商户违法建设管控等情况进行巡查，及时发现

和制止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

5.4 公共安全

主要为掌握网格内安全生产、防汛抢险、护林防火、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信息，发现隐患时及时

上报，及时、全面、准确排查和处理公共安全隐患，开展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宣传普及工

作。

5.5 环保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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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秸秆焚烧、施工扬尘、夜间施工及其他噪声污染、餐饮油烟扰民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环保问题开展

巡查。

5.6 社会治安

指导和组织专职、义务巡逻队等群防群治力量，开展治安巡逻活动，定期排查和化解网格内矛盾纠

纷，预防、发现、制止和上报各类苗头性事件、违法犯罪行为。

6 工作流程

6.1 信息获取

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各级联勤指挥中心进行视频监控巡查发现的相关信息；

b) 相关参勤单位发现事件向各级联勤指挥中心反映的信息；

c) 联勤队伍通过网格内巡查走访发现的问题；

d) 群众通过 110 报警、政务服务热线、网络舆情等形式举报的信息。

6.2 任务受理

6.2.1 响应

6.2.1.1 响应要求

对属于联勤工作内容的，应予以受理；对基本情况描述不清楚的应追踪了解，对不属于联勤工作内

容的，若属紧急情况的应协调调度先期处置，并指令相关职能部门到场处置，若属一般情况，应抄送相

应部门处理。

6.2.1.2 响应模式

6.2.1.2.1 联勤工作采用一、二级两级响应模式。以“一级响应为主、二级响应兜底”的模式开展工

作。一级响应模式由乡镇（街道）联勤分指挥中心承担协调指挥。在一级响应模式无法处置的情况下，

启动二级响应模式，二级响应模式由县（市、区）联勤指挥中心承担协调指挥，响应流程见附录 A。

6.2.1.2.2 下列情形中启用一级响应模式：

a) 联勤队员在巡防中发现并处置的，或根据乡镇（街道）联勤指挥分中心指令要求联勤队员进行

处置的；

b) 联勤队员无法处置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到场处置的；

c) 需要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到场处置的；

d) 村（社区）、乡镇（街道）部门组织开展集中整治的。

6.2.1.2.3 下列情形中启用二级响应模式：

a) 重大突发事件、跨区域的事件、乡镇（街道）联勤指挥分中心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模式的；

b) 县（市、区）级部门组织开展集中整治的。

6.2.2 派发

在受理相关联勤事务后，应分类录入相关信息化系统进行派发、跟踪。

6.2.3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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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联勤工作处置应按照职责权限和事、部件归属，在权责范围内按规定的工作流程和处置时限，

及时、规范开展处置，并将处置情况、结果报各级联勤指挥中心备案。

6.2.3.2 在受理相关事务后，应密切关注处置进展；接到需要支援的汇报后，应立即调度其他网格责

任区的联勤队员赶赴现场共同处置。

6.2.4 督办

各级联勤指挥中心在收到无法当场处置的汇报后，应及时指令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置。并根据接报

内容，可指令多部门联合处置，同时先行指定牵头的职能部门予以现场协调处置。

6.3 信息反馈

各级联勤指挥中心收到联勤队员或处置部门的反馈结果后应作出如下反馈：

a) 反馈内容能体现该工单已经得到有效处置的，准予结案；

b) 反馈内容未能体现工单已经得到有效处置的，应要求重新处置并反馈；重新反馈内容仍未能体

现工单已经得到有效处置的，作为未处置处理。

7 管理要求

7.1 建立机制

7.1.1 指挥调度机制

7.1.1.1 按照一级响应模式和二级响应模式的要求，建立反应灵敏、指挥顺畅、调度及时、处置规范

的联勤指挥调度体系。

7.1.1.2 各级联勤指挥中心应配置专职指挥长和工作人员，保障联勤指挥系统有效运行。接受各种渠

道报送的反映社会治理问题的相关信息，建立联勤信息平台，将相关信息分类设置、流转、派送。

7.1.1.3 县（市、区）联勤指挥中心应建立值守制度，能及时指令乡镇（街道）联勤指挥（分）中心、

调度参勤单位到场处置，并能及时协调联勤队员协助配合处置。

7.1.1.4 各级联勤指挥中心应实时掌握联勤队员勤务状况，跟踪、监督参勤单位及各乡镇（街道）对

联勤事件的接受、流转、派送、处置情况。

7.1.1.5 各级联勤指挥中心应及时进行数据统计，加强信息研判，汇总工作情况，加强对联勤工作的

业务指导、检查、监督和考核。

7.1.2 联动协调机制

7.1.2.1 参勤单位应建立与各级联勤指挥中心的联络及工作协调机制，接受联勤指挥中心下达的指令

并快速处置有关紧急情况。

7.1.2.2 参勤单位应建立与本部门业务性质和工作量相适应的应急联动处置队伍，配备必要的交通、

通信联络和救险设备。

7.1.2.3 各级联勤工作组织应制定联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集辖区内相关参勤单位会商辖区内

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解决方案。

7.1.3 资源整合机制

7.1.3.1 应将辖区内社会治理各类事务纳入联勤工作管理体系，广泛发动群众，有效整合政府各职能

部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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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 应建立联勤指挥监控系统，最大限度将辖区内监控资源接入各级联勤指挥中心，实现重点路

段、重点部位监控的全覆盖，实现联勤工作实时指挥、全时监控，对各类案（事）件能够快速、及时、

有效处置。

7.1.3.3 强化各类情报信息搜集上报工作，及时掌握各类不稳定因素、敏感事件信息，为开展预先决

策提供资料。

7.2 运行保障

7.2.1 信息化建设

7.2.1.1 县（市、区）级联勤指挥中心和乡镇（街道）联勤指挥（分）中心可根据情况设置指挥调度

大厅，建立联勤指挥调度综合信息系统，将县（市、区）级信息中心平台、网络舆情信息平台、综治三

级信息平台、政务服务热线等平台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现对各类案（事）件和群众求助、投诉的统一

接受处置。

7.2.1.2 可应用移动终端提高群众参与度，接受群众对社会治理问题的实时上报，并依托联勤指挥调

度综合信息系统进行流转处理和反馈。

7.2.1.3 联勤指挥调度综合信息系统应从政府相关电子政务网接入，各级联勤指挥中心应配备专门的

操作人员开展相关信息操作业务。

7.2.1.4 信息系统开发应符合 GB/T 21061、GB/T 21064 的规定，信息安全应符合 GB/T 20269、GB/T

20270、GB/T 20271 的要求。

7.2.2 联勤培训

7.2.2.1 县（市、区）级联勤工作领导机构应统筹安排参与联勤工作的人员定期参加业务培训。

7.2.2.2 乡镇（街道）、村（社区）应配合县（市、区）级联勤工作领导机构的要求建立辖区内联勤

工作的业务培训机制。

7.2.2.3 参勤单位应配合联勤工作的要求，协助乡镇（街道）、村（社区）就具体的联勤工作业务内

容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相关人员整体业务素质。

7.2.3 经费保障

应根据联勤工作的实际需要，编制专项经费预算，从财力、物力上保障联勤工作有效运转。

7.2.4 宣传推进

7.2.4.1 乡镇（街道）、村（社区）及参勤单位应开展对联勤工作的总结宣传，对先进的经验和做法

依托媒体开展多种方式宣传，扩大联勤工作社会影响力。

7.2.4.2 通过建立示范典型，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8 评价考核

8.1 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本标准第4章涉及的有关机构和组织。

8.2 考核原则

考评工作遵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实效、群众认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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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考核内容

应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a) 组织架构建设；

b) 工作机制建设；

c) 保障体系建设；

d) 工作规范；

e) 社会影响及工作成效；

f) 群众评价。

8.4 考核方法

可成立联勤工作考核小组，建立具体的考核评分细则。可通过信息化系统检查、问卷调查、电话抽

查以及实地巡查、听汇报等方式开展考核，从联勤工作的规范程度、运行质量、实际效果等方面综合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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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联勤工作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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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实线框表示信息来源或执行机构。

注2：虚线框表示响应模式的划分。

注3：实线箭头表示工单的流转方向及执行顺序。

注4：虚线箭头表示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选择的流转流程，若本级执行机构已经完成处置则不必流转。

图 A.1 联勤工作响应流程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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