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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在城市公园的绿树掩映
中， 一座座中式庭院风格设计
的建筑， 成为福建省宁德市市
民“网红打卡点”。 这些由老旧
公厕改造而成的城市驿站，因
其环境整洁、设施完善、功能多
样，为群众带来便利。

虽是“小空间”，却能提供
“大方便”。 除男女卫生间、无障
碍设施和母婴室等满足群众基
本需求外，驿站还配备了沙发、
饮水机、手机充电点、电视机和
覆盖无线网络的多功能休息

室，最大限度为民服务。 为强化
日常维护， 当地城市管理部门
还对中心城区驿站实行“一站
一干部”制度，进行日常监督，
联系方式上墙，落实管理责任，
响应群众诉求。

在公共设施建设中， 要以
满足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和立足
点。 就以建设城市驿站来说，要
处处为群众考虑。 在前期规划
中，针对区域人群特点，精细化
选点。 在设计和改造中，新建小
区年轻人较多， 驿站中母婴室

等设施就应再丰富一些； 老旧
小区老年人不少， 驿站中的休
息空间就要再完善一些。 在建
成运营后，要方便大家使用，可
以开发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化手
段， 通过地图定位自动显示周
边驿站， 市民点击图标即可前
往……只有把工作做优做细，
才是真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城市治理理念， 才能获得广
大群众的点赞。

近年来，像多功能城市驿站
这样的民生设施、民心工程越来

越多。老旧小区改造注重补齐设
施短板、满足多样需求，居民生
活环境得到改善；数字化转型扎
实推进，“一网通办”让数据多跑
路，让居民少跑腿；唤醒家门口
沉睡空间，建设“口袋公园”、休
憩座椅……这些无不传递着城
市对居民的尊重和暖意。

城市关爱市民，市民就会热
爱城市。 更整洁的环境、更完善
的设施、更便捷的服务，会增加
市民内心的认同感，提升日常行
为的文明度。 在城市驿站中，笔

者就听到有市民这样感慨：“在
这么整洁的地方，怎么好意思有
不文明行为？ ”城市“硬环境”的
显著优化，无形中促使市民文明
素养“软实力”的增强。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
精细， 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
心、巧心，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
平。 只有在提升精细度上下足
功夫， 才能为市民提供更快捷
与优质的服务， 让大家的生活
更舒适、更舒心。

（据《人民日报》）

精细管理，让群众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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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自治 群众参与

“不占用市政道路的前提
下， 可将小区外围闲置场地改
成停车场。 ”

“人行横道很宽，建议贴边
设置停车区。 ”

周末， 杭州市拱墅区小河
社区， 一场围绕小区停车难问
题的议事会正在举行。 业主和
社区、街道、交通、城管等部门
工作人员齐聚一堂， 你一言我
一语讨论了起来。

作为老旧小区，小河社区广
兴新村小区停车需求超过 150
辆，内部停车位只有 48个。由于
没有物业， 又涉及多个部门，居
民停车难问题一度没有解决。

“坐下聊聊，搞明白彼此的
诉求， 才能一块儿把问题解
决。 ”说起参会感受，住户陈琪
竖起大拇指。

会后，根据意见建议，社区
上报街道，并联合交通、城管、
消防等部门现场察看， 优化出
入口设置、安装道闸系统，增加
了停车位， 有效缓解了停车难
问题。

除了议事， 拱墅区相关公
共服务、公益事业、居民关切的
信息，会在云平台汇集，形成民
意数据库， 有些则会成为议事
会议题。

田间地头、果园树下、老街
巷里……在浙江，“有事好商
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正
成为百姓生活的常态。

“咱村里的‘村级事务阳光
票决制’，包含村民议事、参与
票决和监督 3 个部分， 涉及村
集体和村民利益的事项， 要让
村民参与到村务决策中。 ”丽水
市莲都区黄泥墩村村支书周宏
伟介绍， 村务公开基础上的民
主决策，让许多纠纷得以避免。

在杭州市余杭区， 小古城
村村务公开专栏罗列 10 余项
民生事务， 列明具体负责人和
计划完成时间，接受村民监督；
在宁波市宁海县，“村级小微权
力清单 36 条”， 把村干部的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在绍兴市
上虞区，村级工程“一项一码”，
项目公告、施工进程、资金拨付
等工程建设重要内容“码上公
示”……群众参与、全程公开，
浙江各地正立足实际， 多措并
举，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多方共治 纾解难题

“以前各部门轮流来检查，
现在一次就完成， 方便又高
效。 ”看着企业一次接受完“全
科体检”，杭州市萧山区义桥镇
工业园区百强实业总经理曹百
年说。

根据最新梳理的执法目
录， 义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对
企业消防、排污、渣土、噪声等
方面做了细致检查。

义桥镇行政执法统一协调
指挥中心， 集党群服务、 公共服
务、 执法服务等功能于一体，22
名来自各个部门的下沉干部在此
办公，让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不光办事方便，以前发现问
题，看到管不了，现在执法人员下
沉到镇里，一支队伍管执法。 ”义
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陈钢
说：“环境整洁、畅通道路、规范停
车，看得到更管得好。 ”

去年以来， 浙江率先探索
省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 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指
导办公室数据显示：2022 年，浙
江已推动 85%以上执法力量向
县乡两级下沉， 其中乡镇（街
道）占比 60%以上。 目前，浙江
实现乡镇（街道）“一支队伍管
执法”全覆盖。

执法力量高效协同， 以共
治破解多头执法。 组织体系的
多方打通， 同样让一些城乡社
区的管理难题得以化解。

“社区的联系对接，帮了我
们大忙。 ”衢州市柯城区府山街
道府山社区居民郑爱仙夫妇，
因为楼上住户家中漏水， 自家
墙体发霉。 但矛盾双方各执一
词，无法解决。

于是， 老两口拨通了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的电话。

“楼上排水管损坏，导致雨
水直接排到房屋西侧外墙，造
成室内墙面返潮发霉。 ”接到电
话，网格员上门查看，搞清楚了
原因。

府山社区迅速联系共建单
位———浙江建工衢州南湖广场
项目部。 与社区敲定解决方案
后，维修师傅上门修补、重铺管
道。“只要遇到问题，街道共建单
位都会快速响应。”不到一周，郑
爱仙家的烦心事得以解决。

“从面到点，多方联合，为
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充分保
障。 ”府山街道党工委书记丰小
龙说，除了建强“社区大党委—
网格党支部—微网格党小组”
三级组织体系外， 当地还有一
支由以小区党支部统领业委
会、物业、社会组织等力量组成
的“红色物业”，提供项目改造、
矛盾调解、志愿走访等服务。

2022 年以来， 浙江通过深
化党建联建下的三级组织，不
断丰富基层治理服务内容，多
方参与，推动网格管理下沉，助
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数字赋能 智慧治理

“您反映的问题已经处理。”
家住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如
意社区的居民王雨婷，吃完晚饭
后， 手机收到一条这样的信息。
信息中附有链接，可查看现场详
情照片。

早上出门时， 王雨婷看到
其车位附近消防箱玻璃发生破
损，随即拿出手机拍照，上传到
“浙里办”小程序里的“村社智
治” 应用场景， 并附上文字说
明：车库位号 A—160 处消防箱
玻璃破损，请及时处理。

“叮———”，如意社区专职
网格员董梦君手机上弹出一条
消息，打开一看，正是平台发来

的事项推送。 她快速响应“接诉
即办”机制，指派工作人员实地
勘查，确认玻璃破损后，安排人
员当日就完成了修复。

“居民反馈的问题会第一
时间推送到社区，优先由网格、
社区进行办理。 如果处理不了，
再逐级上报，街道全程督办。 ”
董梦君介绍：“一般性问题都会
在 48 小时内解决。 ”

2021 年， 浙江在多平台上
线“民呼我为”程序，聚焦百姓、
企业高频事项，利用数字技术，
提高城乡社区治理效能。 截至
目前， 共整合 181 个社情民意
反映渠道。

不仅如此，如今，大数据应
用更可提前研判问题并解决。

“人流量过大， 请迅速处
理。 ”接到“智慧大脑”预警，湖
州市德清县交警大队武康中队
中队长王利强和同事们一起，
赶在人流聚集最高峰前完成了
道路管控， 避免因人流车流量
过大产生事故隐患， 全程用时
不到 5 分钟。

垃圾焚烧预警、 提示村内
违规摆放搭建、 汛期降雨河湖
水位动态播报……日常生活
中，德清借助地理信息、遥感测
绘、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迭代
升级，通过“智慧大脑”分析研
判，提前化解风险。

“‘智慧大脑’归集资源、天
气、出行、垃圾分类、便民服务
等 282 类、近 9 亿条基础数据，
涵盖农村发展治理多个方面。 ”
德清县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总工
程师王卓丞说。 目前，德清全县
137 个行政村的数据已接入一
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推
动县域乡村整体智治。

在浙江， 越来越多的数字
场景正在嵌入城乡生活， 通过
数字化手段健全城乡社区治理
体系，让治理与服务更智慧、更
精细， 更好地助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据《人民日报》）

浙江着力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

“村舍成为智慧书屋，人脸识别进入、一键预约借还；“健康中心”里，为每名村
民建有电子健康档案；共享礼堂、共享办公场所等新设施陆续落地……在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溪口镇“乡村未来社区”，人们享受的便利越来越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健全

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
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
的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 近年来，浙江统筹推进城乡社区工作，着力健全城
乡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