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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 视角下的高校学生安全稳定工作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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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安全稳定!特别是高校学生的安全稳定工作是全校各项工作的基础"更是高校发展建设所关注的底线核心$重中之

重"高校学生的安全稳定工作与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息息相关!更是学校达成人才培养目标的坚实基础与根本保

障"近年来!高校安全稳定工作面临极大挑战!网络舆情的干扰$境外势力的挑拨$犯罪团伙的侵入等等都使原本错综复杂

的高校学生安全稳定工作更为荆棘遍布$波谲云诡"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安全隐患中擘肌分理!找到正确的应对策略!为之后

的安全稳定工作研判提供支持值得深入思考"另一方面!在新时代大数据的背景下!#网格化%管理机制开始逐渐被高校借

鉴和引入!这种工作方式的采用不仅泾渭分明的界定了工作归属!也责有攸归的详述了任务划分"更为在网格版图下掷地有

声$行之有效的开展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持与实际经验"因此!在学生工作领域!尝试以网格化视角进行高校学生安全稳定工

作机制探索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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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观念及实施途径

随着社会责任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工作事项愈发深化#每位

社会成员所承担的既有分工任务和负责领域需要更为清晰的界定%

近年来#为了优化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率#网格化管理概念和

模式被引入到管理领域%并不断在城市管理$社会管理$企业管

理$治安管理等诸多领域屡试不爽#取得了突出的实际操作业绩

与事半功倍的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大背景

下#国内很多学校开始在管理层面借鉴并采用网格化管理理念#

提升高校管理水平%因此我们不妨通过透析网格化管理的概念和

实施途径来进一步探究其对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机制建立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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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的概念&)网格*顾名思义#通过横$纵向线的

垂直交叉进行编制#形成一个 )网*制系统%而网中横纵线的交

叉点所框出的 )格*就是对系统编制特征的精准概括%从传统意

义上理解#网格化更适用于筛选层面#需要通过对系统编制的

)格*予以限定标准#即规定 )格*的大小#就可以通过 )网*制

系统达到筛选甄别的目的%但现代网格化的概念更为广义#网格

化中的格不是单一恒定的#而是可以结合被网格化覆盖的对象进

行针对性调整%因此#网格化即为通过对网中单元格的设计#实

现对全网领域里诸项内容的界定#建立彼此间的脉络和联系%强

化对整体与局部的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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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的优势与特点&基于对于网格编制方式的

考虑#网格化管理的方法有较为突出的自身特点和使用优势%在

网络媒体建设突飞猛进的时代背景下# )互联网
N

*和 )大数据*

概念的引入#也为网格化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支持%不仅如此#

网格化管理具有丰富的延展性#可充分结合管理者所需的应用诉

求#对网和格进行重新编制$调整#不断强化网格管理的应用覆

盖面%基于网格化管理以上的优势和特点#在高校安全稳定工作

中借鉴和采用网格化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处理突发事件应能力#

并对网格覆盖范围内的各类安全稳定问题进行系统划分%在提升

应对机制$总结经验$研判风险等方面给予可持续支持%

网格化的特点 网格化的优势

可扩充性与可选择性 网格体系具备可变量和延展性

多层次上的异构性
通过计算机及网络系统解决复杂

问题

不可预测的结构 可变性探索

动态的$不可预测的行为 实时监控

多个管理区域 较为广泛和系统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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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类型分析及网格化管理模型

基于上述对于网格化管理的研究和分析#参考高校在安全

稳定工作中出现的工作案例#我们拟建立涵盖安全稳定宏观界

限和微观模块的校园安全网格模型%划分出在高效安全稳定网

格化范围中的
%!

类安全稳定工作单元格#与此同时#借助数据

对比分析法和控制变量法#设计出 )筛查预判等级*$ )隐患等

级*$)出现频率*$)影响人数*$)风险等级*$)干预难度*等

选项#强化对于网格化管理模型的立体化设计%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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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困*学生&包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业困难

学生$就业困难学生三类#)三困*学生在学生群体中占有较大

比重#该类型伴随学生进校学习的全周期维度#此类型具有较

强的转化性#也是罹患心理问题#导致出现校园贷风险$传销

网络诈骗风险的第一诱因%其中#家庭经济困难类型学生在入

校时即可进行网格归类#就业困难学生一般出现在毕业班年级#

学业困难学生属于常态化问题%因此#)三困*学生筛查预判难

度低$隐患等级高$出现频率高$影响人数高$风险等级中$

干预难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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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心理问题学生&包括因学业$生活$工作$情

感$家庭$变故等多方因素导致的罹患心理问题的学生#此类

学生在精神状态和心理思想方面均有特殊情况#且调整周期较

为漫长%严重的案例会有自伤或伤人倾向及自杀风险#属于安

全稳定中的最重要的一类%此类 )罹患心理问题学生*筛查预

判难度中$隐患等级高$出现频率中$影响人数中#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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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预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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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学生&主要以新疆籍维吾尔族学生为主#

容易出现学业和民族宗教问题#此类学生筛查预判难度低$隐

患等级中$出现频率低$影响人数低$风险等级中$干预难

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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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留学生和交换生&主要以学校国际化交流过程

中留学的外籍留学生#以及国内其他高校学制交换的交流学生

为主%此类学生筛查预判难度低$隐患等级低$出现频率低$

影响人数中$风险等级高$干预难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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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意外情况学生&因突发变故$意外伤害$突发

疾病等原因导致出现意外状况的学生%容易出现次生性安全隐

患和安全问题%此类学生筛查预判难度高$隐患等级低$出现

频率低$影响人数低$风险等级高$干预难度高%属于各类安

全稳定问题中不可控因素最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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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关系矛盾&因师生关系紧张或导学关系矛盾所

导致的安全稳定隐患问题%筛查预判难低$隐患等级中$出现

频率中$影响人数中$风险等级中$干预难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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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邪教问题&主要包括涉及少数民族学生的宗

教问题#以及在校园安全稳定工作中出现的学生信教$传教$

参与非法教会$邪教活动等问题%此类问题筛查预判难度高$

隐患等级高$出现频率低$影响人数低$风险等级中$干预难

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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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贷$传销$网络诈骗等安全隐患问题&包括学

生因家庭经济问题$生活问题$心理问题$就业困难等主观隐

患影响#加上防范意识和安全意识淡薄所导致的较为严重的安

全问题%对学生在心理方面$现实生活方面会产生极大的负面

影响%此类型筛查预判难度高$隐患等级高$出现频率中$影

响人数中$风险等级高$干预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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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安全问题&主要指宿舍消防安全方面#包括宿

舍用电安全$防火安全$财产安全等#全面覆盖高校全日制学

生%此外#因罹患心理问题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等方面因素影

响#宿舍安全还包括此类重点学生在宿舍的日常状态%因此#

该类型筛查预判难度高$隐患等级高$出现频率高$影响人数

高$风险等级高$干预难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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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实验室$教室安全&除宿舍外#高校校园内

的其他区域也容易出现安全稳定隐患%此类型筛查预判难度高$

隐患等级高$出现频率低$影响人数中$风险等级高$干预难

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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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安全&网络舆情作为高校学生线上声音的

风向标#在安全稳定工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网络舆情

安全是高校学生意识形态的重要保障#更是新时代新媒体宣传

工作的基础阵地%不仅影响着高校学生的思维方式#也决定着

青年学生价值观的正确成长方向%因此#该类型筛查预判难度

高$隐患等级中$出现频率高$影响人数高$风险等级高$干

预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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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安全隐患问题&其他安全隐患问题主要包括一

些不可预见性的突发事项#但在这里将其排除在突发意外情况

外#主要也是从干预角度思考对于不可控安全隐患问题的应对

预案和应对机制%另一方面#其他安全隐患也可理解为是上述

各类安全问题相互组合导致的复杂状况%其筛查预判难度极高$

隐患等级高$出现频率低$影响人数低$风险等级高$干预难

度高%

%8

安全稳定工作网格化探究

通过按类别勾勒安全稳定网格的方法#我们获得了一张高

校安全稳定的网格草图%如何在这张网格草图上探索网格化工

作机制#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于安全网格设置的深化研究%在充

分结合辅导员日常工作经验和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基础上#我

们将安全稳定网格在 )层级网格*$)动态网格*$)过筛网格*$

)联动网格*方面进行细化设置#进而加强对网格化管理机制的

思考和设计#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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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网格设置&将每一个安全稳定问题的单元格进

行更加细致的网格切分#必要情况下要进行立体剖切#深刻归

纳该单元格内所涵盖的所有微观类型和具体内容%以 )宿舍安

全*的大单元格为例#在平面的切分层面可以进一步分为 )动

用明火*$)使用违禁电器*$)私接乱搭线路*$)宿舍吸烟*等#

在立体的剖析层面可以按照本科生宿舍$研究生宿舍$博士生

宿舍$留学生宿舍等进行划分%通过以上详细的层级网格设置#

我们更加清晰的划分出一类安全稳定单元格中的具体事项#有

助于我们利用网格化管理方法对该项问题进行庖丁解牛%更好

的完成网格化体系中对各类问题从整体到局部的控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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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管理员设置&网格管理员设置即依托学生工作

队伍人员构成#

按照副书记$班主任$辅导员$学生骨干来进行配置#做

到 )一格四员*%这其中#每一层级的网格管理员都对该网格肩

负着对应的职责%进而更好的在学生工作队伍一线建立有效的

沟通反馈$协同配合$决策执行机制%四级网格管理员定期对

格内的情况进行了解#跟踪%通过网格化管理一格四员的设置#

进一步落实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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