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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人物专访

对话马茹//一张描绘4万人安居的“红黄绿”图谱
记者 谭光吉

治
理

分类管理织就安全网
记者：我们注意到，卯家湾安置区建立

的“红黄绿”分类管理机制，创新了社会治
理模式，荣获2021年“云南省社会治理创新
奖”一等奖。这种模式是如何诞生的？

马茹：卯家湾安置区的搬迁群众来自5
个县 297 个村，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差异
大。在增收方面，由于搬迁群众大多文化
水平较低，技能劳动力占比不足10%，就业
渠道狭窄，实现稳定增收困难重重。许多
人离开熟悉的土地后，难以快速适应新的
就业环境。生活融入方面，很多群众此前
从未使用过电梯，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
的巨大转变，让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交方式
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水电燃气的使
用、邻里相处之道以及社区活动参与等，都
需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此外，矛盾纠纷化
解也是一大难题，来自不同县的群众聚集
在一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差异，加上
语言沟通障碍，导致矛盾纠纷频发。

起初，社区干部连住户的基本信息
都摸不清，更谈不上提供精准服务。为
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我们决定以
户为单位、以人为落脚点，组织街道、社
区干部和楼栋长入户走访，全面摸排搬
迁群众就业、就医、就学等情况。但传统
的表格登记效率低、数据更新滞后。后
来，受交通信号灯启发，大家想到用“红
黄绿”三色标签进行管理，依托“幸福卯
家湾”智慧管理平台建立数字化档案，通
过“红黄绿”标签化识别，实现社区服务
管理全覆盖，从而更高效、更有针对性地
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

绿色代表低风险，象征家庭稳定、和
谐，这类家庭就业稳定，经济状况良好，生
活、就医、就学等都有可靠保障，家庭成员
关系融洽；黄色代表中风险，提醒社区工
作人员需保持关注，这类家庭经济状况一
般，虽能勉强维持生计，但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或是家庭人员结构复杂、存在矛盾
隐患，或是有成员就业不稳定，随时可能
失去收入来源；红色代表高风险，如同高
悬的警示灯，这类家庭往往经济极度困
难，收入微薄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家
庭成员可能身患重病、残疾，或失去了主
要劳动力，如独居老人、空巢老人、慢性病
患者、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大病患者和残
疾家庭等。

记者：每一种颜色背后，都蕴含着对家
庭状况全面而深入的考量，具体如何分类？

马茹：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建立
“社区+网格+楼栋”三级管理模式，把党
总支建在社区、党支部建在网格、党小组
建在楼栋，共成立 6 个社区党总支、19 个
网格党支部、76 个楼栋党小组。同时，配
齐配强社区党总支和工作站工作人员 63
人、楼栋长 103 人，并制定“领导挂社区、
党员联万家、部门包楼栋、干部帮群众”挂
联包帮机制，实行“街道、社区、片区、楼
栋、住户”五级网格化管理。以网格化管
理为抓手，对“红黄绿”三色家庭，全面落
实“日随访”“周跟踪”“月监测”制度。“红
色”家庭全部纳入“日随访”管理，由社区
干部、楼栋长每天至少随访 1 次，开展扶
危济困，进行心理疏导；“黄色”家庭按照
应纳尽纳原则，实行“周动态”管理，每周
走访 1 次，重点了解务工意愿，并推介工
作岗位；“绿色”家庭实行“月监测”管理，
每月走访 1 次，及时更新信息。通过“网
格化+红黄绿”管理模式，我们实现了社
区管理全覆盖。同时，根据群众需求，提
供优质服务，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此
外，针对安置区 152 名独居老人，社区在
征得本人同意后安装室内探视器，实时关
注其生活状况，遇突发状况便第一时间采
取措施，切实保障独居老人的生命安全，

让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目前，“红色”家庭已从最初的 500 多

户降至 196户，“黄色”家庭从 2000多户降
至367户，治理成效显著。

记者：群众对“红黄绿”分类管理机制
的评价如何？

马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确实有群
众担心会泄露隐私。对此，我们反复解
释：分类是为了提供精准服务，所有数据
仅限内部使用。以独居老人的“关爱摄像
头”为例，必须经过本人及家属同意才会
安装，后台数据由社区民警专人负责管
理。比如春熙社区的陈燕夫妇常年在外
地打工，以前只要家里老人没接电话，他
们就提心吊胆。现在安装了摄像头，通过
手机就能随时查看家里老人和孩子的情
况，还能用语音功能提醒老人按时吃饭、
督促孩子完成作业。信任是逐步建立起
来的，像陈燕家这样安装了“小探头”的家
庭，在卯家湾安置区已有数千户，这充分
说明群众很支持这项工作。

“握指成拳”夯实基层服务
记者：基层治理常面临资源分散的问

题，你们是如何整合力量的？
马茹：关键在党建引领。我们构建了

“1+3+9+1+1”组织体系，即 1个街道党工
委统领、3 个机关党支部协同、9 个村（社
区）党总支扎根、1个社工联合党支部和 1
个物业党支部补位。我们推进派出所党
支部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共建共创，组建
由社区民警、居委会成员、物业人员、网格
员等力量组成的全科网格队伍。同时，建
立常态化会议机制，每周一召开街道治理
调度会、每周二召开社区治理协调会、每
周五召开群众楼栋会。此外，社区民警每
周与治保主任至少会面一次，及时通报治
安形势、讲解防范常识、提出工作建议，全
力服务平安街道、平安社区建设。砚池派
出所还探索出了建强支部管队伍、多维联
动管人员、优化服务管理事项、联查联控
管物品、多措并举管场所的“五管齐下”治
理新模式。这一模式已推动解决了 3000
多名工人的工资支付纠纷，安装特殊群体
关爱摄像头等“小探头”4082个，切实加强
了对重点人群的管理服务。

“雷霆出击 破案神速”，这是辖区居民
李信雄送来的锦旗，也是砚池派出所大厅
墙上众多锦旗中的一面。李信雄有两个
年幼的孩子，其中一个身患残疾。妻子张
正花外出务工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后离
家出走，让这个不堪重负的家庭雪上加

霜。承受不住打击的李信雄，做出了过激
行为。砚池派出所受理该案件后，把李信
雄家庭纳入“红色”服务管理对象，进行

“每周一走访”，及时疏导李信雄的不良情
绪，并帮助找寻张正花。历时5个月，在多
位民警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张正
花，并帮助其解决经济纠纷，促成李信雄
一家团圆，生活重回正轨。平日里，砚池
派出所的民警奔波于像李信雄这样的家
庭之间，帮助他们解决夫妻矛盾、邻里纠
纷、经济债务等各类难题。

记者：听说你们还创新了“五级10次”
矛盾化解机制？

马茹：是的。过去，矛盾堆积在社
区。现在，先由楼栋长调解，解决不了再
逐级上报，最多经过 10 次协商。为避免
矛盾长期滞留在一线得不到处置，我们对
超过 3次未化解成功的矛盾，建立领导和
专班包保责任制，全面推进家庭风险排查
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矛盾化解成功后，
还会持续进行半年甚至一年半的跟踪回
访，确保成效稳固。3 年来，社区实现了
总警情、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矛盾纠纷

“四个逐年下降”的目标，持续保持命案等
“七个零发生”的良好势头。各调解委员
会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621 件，调
处率为 100%。

我认为，要抓好源头治理，就必须落
实法治宣传工作。在这方面，我们通过集
体经济合作方式，完成 222部电梯电子宣
传屏的安装，并将其打造为普法宣传主阵
地。我们还发动并聘请辖区居民中如“隔
壁老王老了”等百万级正能量网红、大V博
主担任基层普法宣传员，以此扩大网络舆
情正向引导力。此外，在“砚池新城”智慧
平台上线“普法书架”模块，利用广场和小
区的休闲凉亭，分别打造了学法、尊法、守
法、用法 4个普法宣传亭，以及 1个综合型
法治广场（幸福广场）。针对不同的对象
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宣传，先后走
进机关、学校、社区、物业公司，深入特殊
家庭，实现普法宣传全覆盖。

智慧平台“破题”治理痛点
记者：“砚池新城”App在治理中扮演

什么角色？
马茹：它是我们的“数字大脑”。街道

依托“砚池新城”App智慧平台，探索以户
为单位，采用“红黄绿”3种颜色进行分类、
标签化识别、数字化建档、动态化调整；运
用 4个“红黄绿”模块强化服务，包括民生

“红黄绿”解决群众增收难、治理“红黄绿”

解决纠纷化解难、消防“红黄绿”解决安全
管理难、群团“红黄绿”解决城乡融合难。
派出所使用专项警务“红黄绿”模块进行
细致分析，为管理服务、活动开展提供准
确的数据。此外，平台还开辟了“我要找
工作”“物业问题反馈”“为民办实事”等
便民服务功能，从帮助老年人使用 ATM
机取现金、上门帮助换灯泡等小事，到为
劳动力精准推荐就业岗位、及时送夜间
发病人员入院急救等大事，全方位提升
群众诉求送达率、困难问题办结率。

记者：你认为社区治理的关键是什么？
马茹：如何防止返贫。我们始终坚持

把劳动力稳定转移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关键举
措，全力开展外出务工“大稳岗”、返乡人
员“大监测”、农村劳动力“大培训”、岗位
信息“大推送”、转移就业“大输出”等活
动，多举措促进搬迁劳动力就业。在本地
引进龙头企业，培育食用菌大棚、扶贫车
间等，帮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以景新社
区的周志发家庭为例，他们一家从永善县
莲峰镇文潭村搬迁到鲁甸县砚池街道景
新社区。此前，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周
志发的儿子、儿媳不得不外出务工，留下
两个老人在家照顾孩子。当时，家里仅靠
种植苞谷、洋芋维持生活，收入微薄。搬
迁以后，周志发的儿媳在超市上班，还当
上了楼栋长；儿子则在菌棒厂开叉车，每
月工资5000元以上。现在，他们不仅收入
稳定，还能照顾家庭，真正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

记者：你认为基层治理还有哪些进步
空间？

马茹：少些“指挥棒”，多些“绣花
功”。比如，安装探头前先询问群众意愿，
制定政策时多召开楼栋会。基层治理的
核心不是“管人”，而是“服务人”。

在卯家湾安置区，“红黄绿”不仅是
数据标签，更是一张兜住民生底线的安
全网，一盏照亮居民归途的明灯。夕阳
西下，文化广场上的芦笙与电子琴合奏
出奇妙的和谐之音。当所有色彩融入
生活本色，每一扇窗后都能安放稳稳的
幸福。

卯家湾的故事，是一曲关于尊严与
温饱的动人变奏。那些曾在大山深处被
贫困束缚的命运，如今在“红黄绿”的交
织中重绘人生蓝图。这也印证了社会学
家费孝通的观点：“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
蜕变，但蜕变之路上，安土重迁的基因与
现代化浪潮的碰撞，终将以人的温度达
成和解。”

在乌蒙山的褶皱深处，当第一缕
阳光穿透薄雾，鲁甸县卯家湾安置区
39栋灰白相间的安置楼逐渐苏醒。

刘金才老人用布满老茧的双手
推开新居的窗户，感受城市生活的气
息。“以前在山上，赶集要走3小时山
路。现在下楼就是超市，出门就是药
店。可要在密密麻麻的高楼里找到
自己的家，比认地里的苞谷还难。”

他的困惑并非个例。作为承接5
个县 46 个乡镇 9100 户 39106 人的跨
县安置区，一栋栋高楼在卯家湾拔地
而起，学校、医院、文化广场等配套设
施也逐步完善。曾经的大山深处崛
起崭新的城市社区，但随着搬迁群众
集中入住，一系列难题接踵而至。大
部分搬迁群众首次接触燃气灶，分不
清垃圾分类标识，方言差异让邻里对
话常需“翻译官”转述……从“刀耕火
种”到社区公约，这场涉及近4万人的
生存迁徙，远比物理空间的转移更为
艰难。

这些问题如同一座座大山，横亘
在搬迁群众奔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
也考验着当地政府的治理智慧。那
么，卯家湾安置区究竟该如何破局？

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卯家湾安
置区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们深
知，易地搬迁不仅是让群众“挪穷
窝”，更要做好管理服务，让群众“换
穷业”“拔穷根”，真正融入新环境，实
现可持续发展。

2025年5月，距离首批搬迁群众
入住已经过去5年多。记者走进卯家
湾安置区，楼房外墙上“砚池新城”4
个大字十分醒目；幸福广场上绿植葱
茏，三角梅尽情绽放；老人们围坐在
凉亭下拉月琴、下象棋、纳鞋垫；身着
红马甲的网格员穿梭于楼栋间，在手
机App上实时更新信息。

“社区治理不是大水漫灌，要像
绣花一样穿针引线。”卯家湾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一张热力
地图正在“呼吸”——红点闪烁处，
是196户“高风险家庭”，包含独居老
人、重病患者、零就业家庭，他们的
生活如同走钢丝；黄点标记的 367
户，隐藏着就业不稳、家庭矛盾等暗
流；而占主体的绿色群体，则构成社
区的稳定基底。

这套“红黄绿”分类管理机制，实
则是一张动态生存图谱。红色户每
日接受楼栋长的“敲门问候”，黄色户
每周接受两次“把脉问诊”，绿色户每
月接受“健康体检”。社区干部马茹
的笔记本里记录着这样的细节：“红
色户老张家的冰箱总空着，得提醒工
作人员送米油”“黄色户李姐家婆媳
矛盾需要调解”……这些数据背后，
是对39106段人生轨迹的精密测绘。

“我们通过前期排查，将群众家
庭情况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分别
以红、黄、绿3种颜色醒目地标注。明
确分级标准后，楼栋长、网格员、社区
干部紧密协作，通过大数据整合、优
质化服务、多元化帮扶等措施，结合
屏幕实时监测，让社区治理更高效。”
马茹指着屏幕，用红、黄、绿3种颜色
密码为我们解析着卯家湾安置区基
层治理的答卷。

卯家湾安置区是全国跨县
安置人口最多的易地搬迁安置
区，承接了昭通市5个县的搬迁
群众9100户3.9万余人。其中，
有回、彝、苗等11个少数民族群
众，全部互嵌入住到 6 个社区
中。安置区创新探索了“红黄
绿”分类管理机制，推动各族群
众全方位“互嵌”，走出了一条
新时代大型易地搬迁安置区各
民族群众共居共融、共治共富
的实践之路。图为卯家湾安置
区全貌。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卯家湾安置区党员干部深

知，易地搬迁不仅是让群众“挪

穷窝”，更要做好管理服务，让

群众“换穷业”“拔穷根”，真正

融入新环境，实现可持续发

展。图为马茹与社区群众拉

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