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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当前矛盾风险系统性、跨界性、传
导性特点突出，市域越来越成为防范化解矛盾风险的关键层
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市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
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具有统筹基层社会治理、破除九龙治
水困局的政府能力，意义重大。

出台全国首张道德负面清单，获国家级卫生镇、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镇、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荣誉称号，规上企业
和人才引进数量全区前列，基层公权力“三清单”专场擂台赛
全区第一……近年来，云龙镇着眼全局，在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方面高点站位、系统谋划、综合施治，以“社会化、项目化、全民
化、数字化水平”为突破口，主动在“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上下
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今年以来，云龙又立足区域实际“加足马力”，坚决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区工作部署，大胆提出探索
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十惑十破”，以“书记一点通”“领云志”“周
二夜市”“村务听证”“道德负面清单”等10个项目为带动，逐
个领域攻坚破难，在破难题、开新局上迈开步子，为推动社会
治理现代化不断提供新经验、贡献新方案。

云龙支部队伍建设一直走在全
区前列。2017 年 9 月，云龙 904901

“书记一点通”热线开通，18 个村
社实现全覆盖，把党旗插在人民群
众的家里，把热线连在人民群众的
手里，把服务暖到人民群众的心坎
里，把有困难找党组织的意识厚积
在人民脑海里。至今，“书记一点
通”平台共接听电话微信 4600 余

个，解决问题 3800 余个。
抗疫期间，云龙第一时间建强

卡口“联合党委”堡垒，11 个临时支
部、46 个党小组、市区 61 名党员干
部、全镇 1300 余名党员群众组成作
战团，建立“每日沙盘演兵”机制，主
动用好“甬行码”等新科技，坚持班
子成员每日卡口慰问，让每个卡口
有组织、有纪律、有温暖。

惑一：支部必须建强，怎么办？
破一：“书记一点通” 是担当，是勇气，更是一种倒逼

银行卡里存时间。近年来，云
龙镇“领云志”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大力发展志愿服务工作，全镇共有
1.2 万 名 注 册 志 愿 者 ， 17 个 建 制
村、1 个社区均建立了主题鲜明的
志 愿 服 务 队 ， 涌 现 出 前 后 陈 村

“0092”、陈黄村“红船”等一批优
秀团队。

2018 年 4 月，云龙联合“鄞州

银行”发行全国首张“时间银行”
信用卡，通过志愿者服务活动，号
召全民参与社会治理。陈黄村的“去
市场化”保洁，整个村的环境卫生保
洁都由志愿者承担，每年节省保洁
开支 10 万余元；前后陈村的交通志
愿者，风雨无阻每天上下班指挥交
通 3 年 ；云 达 社 区 垃 圾 分 类 志 愿
者，参与志愿服务热情高涨。

惑二：干部干群众看，怎么办？
破二：“领云志” 把志愿服务扩展为动员群众参与社

会治理的工作体系

去年 11 月，云龙镇、村联动
推出“周二夜市”助力“最多跑一
次”，有效实现区、镇、村三级联
动。云龙“周二夜市”期间，人
社、残联、慈善、民政、工商、广
播电视等 15 个业务窗口全开，提

供职工参保、退休待遇申领、生育
报销、失业登记、社保补贴申请、
城乡居民医保申报、工伤调解等业
务咨询和办理服务。“周二夜市”
运行半年多来，全镇“夜市”累计
受理各类业务事项 2612 件。

惑三：当我下班，你门已关，怎么办？
破三：“周二夜市” 延时错时预约服务，助力群众办事

“最多跑一次”

去年 3 月，云龙镇正式推出“村
务听证”制度，组建村民评议团，将村
里重大问题、疑难问题、历史问题

“晒”出来，群众议、群众评。同时，组
织法官、检察官、警员及律师团队定
期进村入户提供法律服务，还对标法
治政府建设，为镇、村的重大决策提

供法律风险评估，助推基层治理能力
提升。全镇派出 189名法律服务志愿
者深入各村，及时发现百姓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把触角延伸到基
层治理的每一根“毛细血管”，确保
实现基层矛盾纠纷“微事不出格，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岀镇”。

惑四：太多精力耗在矛盾调处上，怎么办？
破四：“村务听证” 老大难问题“晒”在阳光下，精准问

策、及时解决

去年 5 月，云龙镇上李家村出
台了全国首张道德负面清单，既包
含热心公益、垃圾分类、孝老爱
亲、见义勇为、守信践诺等正面内
容，也囊括了铺张浪费、不孝父
母、不守秩序、庭院脏乱、违规出
租等负面内容。

为更好地推行这种乡村德治模
式，村里成立了由村干部、网格员、
村民代表等组成的道德执行委员会

及 16 名老党员组成的道德评议委
员会，并设立道德基金。执行委员会
每天定时检查，评议委员会每月集
中评议，发现村民有不当行为，首次
提醒，过期不改就直接处罚。诸如对
子女不孝、家庭暴力等行为，村里就
暂停发放每人每月 300 元的福利补
贴；表现优异的村民，则能参与评选
文明之星、文明家庭等，并由道德基
金给予 600 元至 1000 元的奖励。

惑五：法不能及没人管，怎么办？
破五：“道德负面清单” 从软劝导到硬约束，撬动基层

治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去年
《云龙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
修复工程》项目获浙江省自然资源
厅批准实施，永久基本农田调出规
模全市居首，全省第四。土地布局优
化后，云龙的永久基本农田可结合周

边山川河流森林湖泊等要素，形成约
束村庄盲目扩展的天然生态屏障，提
升基本农田生态功能，改善农村居住
环境。此外，结合“治水拆违”双百攻
坚专项行动，累计处置违建 25 万余
平方米，腾出净地 110 余亩。

惑六：看似有地却不能用，怎么办？
破六：“土地全域综合整治” 唤醒沉睡的土地“金矿”

云龙本着“服务+管理”的理
念，积极探索“出租房旅馆式管
理”，把各村 （社） 的出租房整合
成一个虚拟的“大旅馆”，对辖区
内出租房进行全面排查，并给每

间出租房贴上一个二维码。在此
基础上，开发“智慧云龙-房管通”
信息化平台，设立集租房审核、信
息采集、监督检查、情况报送等功
能于一体的出租房“服务总台”，全

面推进出租房规范化管理。既抓住
了出租房安全管理的痛点，也理清
了流动人口管理的底数。

疫情期间，“出租房旅馆式管
理”又出新招，针对部分防控不
敢租、不想租的顾虑，发动村社
党员干部，带头把自家空余房间
腾挪出来、上传信息，为那些来
自低风险地区又急于复工人员提
供住所，涌现了一批“红房子”

“红房东”。

惑七：流动人口管理压力山大，怎么办？
破七：“出租房旅馆式管理” 以房管人，管好了房也管

住了人

去年年初，云龙建立“大工
办”企业服务体系，在镇发展服
务办的基础上，联合安监、环保、市
场监管等与企业相关的职能部门，
邀请移动、电信、联通、银行、保险、

会计师事务所、专利事务所等企业
服务机构，组建成一支专门的团
队，以更加专业化的模式,更快更
好地解决各企业存在的难题。

疫情期间，推出“点对点+转

驳 点 ”“ 中 介 招 + 老 带 新 ” 等 举
措：“商会+工会”全力服务中小
企业定点拉人，开通安徽淮南、
江西上饶等 9 个复工返程专线通
道；启动“定向招人”、批量招
工，成功招募 1000 多名工人，为
70 多家企业解了燃眉之急；鼓励
老人带新人，推出路费全免、食
宿全免、老带新奖励等“系列红
包”，为开足马力复工复产提供强
有力的人力保障。

惑八：服务企业力不从心，怎么办？
破八：“大工办” 整合各类资源，增强对企业的服务

能力

云 龙 是 工 业 重 镇 ， 除 了 118
家 规 上 企 业 ，还 有 946 家 中 小 企
业。和规上企业相比，这些中小企
业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都

不同程度地存在隐患。去年 12 月，
云龙镇推出“房安通”APP。

“房安通”APP 是云龙为企业
量身打造的一个智慧管理平台，

每家企业绑定一个专属二维码，
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对企业进行
安全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对企
业 进 行 安 全 生 产 评 定 ， 对 应

“红、黄、蓝、绿”四个等级。目
前累计排查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
381 家 ， 处 置 安 全 隐 患 1169 个 ，
基本实现安全生产中小企业全覆
盖。

惑九：安全隐患提心吊胆，怎么办？
破九：“房安通” 数字化做精“规定动作”破解安全隐患

1976 年，在云龙甲村石秃山出
土的战国羽人竞渡纹铜钺，是公认
中国最早“龙舟竞渡”图形，该图案
是北京申奥依据之一，入选第 15
届亚洲艺术节，也是“宁波海上丝
绸之路”申报标志。

龙舟竞渡是云龙人喜闻乐见
的文体项目。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
陈村龙舟队曾连续五届夺得全省
冠军。2014 年，云龙镇被评为中国
龙舟文化之乡。近年来，云龙镇致
力于龙舟品牌的打造，已连续举办

11 届“端午看云龙”大型民俗活动，
成为全国龙舟最多的乡镇之一，形
成“村村有龙舟，周周有赛事”的盛
况，周日 8 时半长山江畔龙舟赛锣
鼓喧天。同时，镇级龙舟队在全国
乃至国际赛事上频频夺得大奖。

如今，云龙正以“竞渡”精神为
指引，挖掘并弘扬端午民俗文化，
以“十里水乡·端午风情”为主题，
整治提升美丽乡村风景线及绿道
和河岸，贯通 10 公里云龙河岸，打
造“端午小镇”。

惑十：以文化人昙花一现，怎么办？
破十：“竞渡云龙” 弘扬竞渡精神，传承龙舟文化，打

造端午小镇

撰文 记 者 王博
通讯员 鲍丹萍

供图 云龙镇镇政府

市域治理现代化须“接地气”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

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基层
社会治理新格局，加快推进
市域治理现代化。城市治理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衣
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养
老、文化体育、生活环境、社
会秩序等方面都体现着城市

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作为经济重镇的云龙，

已经取得了 2019 年 GDP 实
现 52 亿元的“佳绩”，在市域
治理现代化中也率先“试水”
创新推出了“十惑十破”的治
理体系。

破局市域治理现代化，
最终要看群众是不是真幸
福。云龙创出了新解法，未来

在细化执行中，还应扎实推
进，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
着的“接地气”的治理举措，
让群众从中得到实惠，享受到
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果。
目光所见的收获，比虚无缥缈
的未来图景更有说服力。如此
一来，群众的积极性自会得到
提高，市域治理现代化亦会驶
入良性循环的快车道。

竞渡精神

美丽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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