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一个个单元网格，

居民们把负责自家所在网格的社区工作者亲切地称为“网格长”。

近几年，“网格长”这个称呼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

词。每天在城市街头巷尾忙碌工作的“网格长”是怎样一个群体？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他们的工作是否和我们想象中一

样？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近了这个群体。

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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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市靖宇县赤松镇全力推进“两山”理念在农村领域的实践转化。充分发挥基层

党建引领作用，凝聚共识、示范带动、汇聚力量，积极争创干净、文明、美丽、宜居村镇。

全镇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组成相应环境整治组织机构，形成“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分级监管体系，大力宣传“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

保模范城”创建工作的目的意义和重要任务，使环境整治、“美丽庭院 干净人家”等工

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镇机关30名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在

开展行动的同时，号召居民共同参与，树立健康洁净的生活方式，营造干净卫生的生

活环境。各村居民了解到创建工作后，主动参与到创建工作当中，各村共发动志愿者

100余人，车辆20余辆，清运白色垃圾200余袋，播撒花籽150余斤，实现以优美环境

带动乡村其他领域共同发展，共同绘制乡村振兴优美蓝图。

（通讯员 盛洁 冮林山 本报记者 张慧勇 整理）

党建引领“三城”创建

走进梨树县十家堡镇何家村“幸福基地”，郁郁葱葱的黑果花楸长势正好，预示着

丰收的希望。“2015年初我们引进黑果花楸种苗，现在种植面积达到200余公顷，今年

又新建了生产加工车间，对黑果花楸精深加工。每年9月黑果花楸进入成熟期，我们雇

用当地村民采摘，每人每天能挣200元。”当地一家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理介绍说。

据了解，黑果花楸是集食用、药用、园林和生态等价值于一身的树种，可用于加

工果汁、果酒、果酱、香皂、面膜等多种产品，既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又有较高的经济

效益。黑果花楸种植加工产业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已经成为当地货真价实的

“致富果”。

（通讯员 李金欣 朱中赫 本报记者 张慧勇 整理）

小黑果变身“致富果”

用人单位能否以新冠肺炎疫情属不可抗力为由中止劳动合同
答：劳动合同主体不适用新冠肺炎疫情属不可抗力的界定，因而不得以此为由中

止履行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后，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答：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

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劳动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隔离，其工资权益如何保障
答：一、由医疗机构或政府依法对新冠肺炎患者、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密切接

触者等实施隔离措施，导致劳动者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应按正常劳动支付

其在隔离期间的工资。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劳动者，企业按照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劳部发〔1994〕479号）有关规定支付其工

资。二、对不属于被依法隔离情形但属于因政府依法采取停工停业、封锁疫区等紧急

措施的情形，导致用人单位延迟复工或者劳动者不能返岗的，应当区分不同情形处

理：一是对用人单位安排未返岗劳动者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提供正常劳动的，按正

常劳动支付工资。二是对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期间使用带薪

休假、用人单位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的，按相关休假规定支付其工资。三是对用人单

位未复工或者用人单位复工但劳动者未返岗且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提供正常劳动的，

用人单位经与劳动者协商后，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照劳动合同约

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由用人单位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按不

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发放。

用人单位受疫情影响而部分停工停产的，能否按照停工停
产规定支付工资待遇

答：若用人单位各部门工作如具有相对独立性且所依赖的复工条件不同，个别部

门（客户接待、对外餐饮服务等）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的，对该部门劳动者可以按照停

工停产规定支付工资待遇。

（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边姝予）

劳动争议问答

日前，在蛟河市东山区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现场正在紧张施工，民生环保

招商引资项目——蛟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

近年来，蛟河市建立了“户集、村收、镇运、市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集中清运体

系，每天产生生活垃圾200多吨，现有运行的垃圾填埋场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要求。经过多年跟踪、多次外联、多次进行可行性调研，蛟河市引进了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据悉，该项目确定采用投资－建设－运营的方式（即BOT），由浙江伟明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选址铁东街以东东山区域，计划2023

年建成并投入运营。届时可年处理生活垃圾量18.25万吨，年发电量5027万kWh。

可实现年产值3500万元，解决50个就业岗位。

该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传统垃圾填埋方式产生的气味和地下水污染等问题，

最大程度实现垃圾处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利于减少垃圾处理用地总量，利于提

高垃圾热能及垃圾资源的再生、回收和循环利用水平。

（通讯员 鄂臣 本报记者 王忆遥 整理）

垃圾焚烧电站开工建设

提到社区工作者，很多人联想到的是“居委会

大妈”，而实际上今天的“网格长”队伍中，“90后”、

男“网格长”早已不稀奇。

1993 年出生的张焱是个热情开朗的阳光男

孩，因为喜欢与人沟通交流的工作，2016年他在东

北石油大学地球化学专业毕业后，在外地当起了一

家加油站的站长。2021年为了照顾患病的父母回

到长春，参加了长春市朝阳区社工岗位招聘考试，

入职到永昌街道杏花邨社区，后来成了一名“网格

长”。

“这份工作带给我非常大的成就感和精神满足

感！”张焱乐呵呵地对记者说道。自从成为“网格

长”，了解网格内居民们的情况、关注困难群体的

衣食冷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成了张焱的日

常。性格开朗热情的他走到哪里，都能带去一串欢

乐的笑声，居民们也很快就接纳了这个戴着眼镜的

年轻“大家长”。最近因为工作调动到其他社区，

好多居民都给张焱打电话、发私信，鼓励他好好工

作、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正在备考初级社工

师，我想扎根在社区，一直干下去。”说起对未来的

设想，张焱信心满满。

在永昌街道义和社区，还有一位男“网格长”王

晓东，不同的是，王晓东是一名“60后”，当过兵、在

粮食系统工作过、自主创业过的他，在十年前成了

一名社区工作者，2016年他成为一名“网格长”。

谈起多年的“网格长”工作，王晓东认为“责任

心”三个字最重要，社区工作琐碎复杂，想要居民

们满意，需要具备很强的综合能力。工作做到位

了，才能赢得大家的支持。“把居民都当成我的亲

人，亲人向我求助，肯定要全力帮忙。每次我在群

里征集志愿者，居民们都积极报名，他们让我非常

感动！”王晓东动情地说道。

和张焱年龄相差不多的王丹曾经是一名幼儿

教师。在结婚怀孕后，她告别了幼师岗位成为了一

名“网格长”。

“本以为社区工作安逸清闲，后来发现和想象

的太不一样了！”王丹说。嘴上说着辛苦，她的忙

碌却一刻也没停过。“网格长”的工作就是要接地

气，群众有困难找到她，王丹想方设法帮忙去解

决，群众的一句谢谢，总能让她获得满满的成就

感。

“我妈妈是为人民服务的！”王丹上小学一年级

的儿子在班级里提到妈妈的工作时充满自豪，这也

让王丹感到十分欣慰。

在“网格长”工作中，王丹亲眼见证着困难群

体的日子越来越好，热心捐助的爱心人士越来越

多，邻里之间互助友爱的氛围越来越浓：疫情期

间，不会网上订菜的老人有年轻人出手相助，大家

自发把牛奶、蔬菜送到卡点，请社区志愿者转送需

要的人……“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爱、充满

正能量的社会！”王丹感慨道。

“和我刚来时不一样，现在我的新同事都是大

专以上的学历，而且都很年轻！”长春市朝阳区永

昌街道惠民社区“网格长”黄英顺说。1986年出生

的黄英顺已经在惠民社区工作了11年，当初她来

到社区时，同事多数都是年龄偏大的大姐，她这个

年轻大学生让居民觉得有些少见，觉得她可能只会

坐坐办公室。现在，居民已经非常熟悉这个“能张

罗”的“网格长”了。黄英顺看到，年轻的“网格长”

同事们在工作中得心应手，居民们也对他们非常信

任和认可。

“11年前工资不多，最近几年有所提高了！居

民对我们的工作也更加支持和配合，忙、累也不觉

得辛苦，觉得每天都非常充实有意义！”黄英顺一

边举着手机为居民扫码，一边对记者说道。

每天走街串巷，管社区居民的家长里短——这

只是“网格长”工作的一部分。长春市朝阳区永昌

街道社会事务服务科科长张爽告诉记者，每名“网

格长”在管理好所负责网格的大小事务以外，还要

负责行政事务的对接：经济、民政、城建、精神文明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社区都有相应的“网

格长”负责。

大学学历“网格长”、男“网格长”、90后“网格

长”……当记者提起这些让人打破对社区工作者固

有印象的“网格长”时，张爽笑着告诉记者，现在的

社区工作任务细化，服务内容多，居民对社区服务

需求从最初的环卫需求，上升到了文化、精神等多

方面的更高层次需求，专业性要求高。随着社会治

理进度的推进，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等方面也有了

更高的要求，所以现在整个队伍开始年轻化，“网

格长”的学历、素质都在全面提高，社区同时也在

对“网格长”进行着相应的能力培训，社区工作者

有的已经具备研究生学历。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

对社区服务需求的提高，让“网格长”这个群体人

数也在逐渐增加，他们是“小巷总管”，心里装着居

民的冷暖，风里来雨里去，用汗水、智慧、爱心打通

了基层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用辛勤坚守让社区

居民暖心、安心。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细微之处见精神
——走近“网格长”

本报记者 张慧勇

王晓东为居民运送生活物资

黄英顺到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走访国家级文物单位进

行文物安全检查王丹在处理小微企业房租补贴事项

张焱与社区来访居民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