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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流智慧善治之都
记者 董小芳

党建统领、一网统管、“四治融合”、整体智治的格局全面形成，上下贯通、高效协同的五级治理体系全

面建立，市域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全面提升，成为大都市治理的典范。全

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尊法守法、诚实守信成为社会自觉，公民、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成为

良好习惯。建成一大批智慧、健康、温馨的未来社区、未来乡村，让城乡更聪明、更安全、更有序。

——摘自市党代会报告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善
治，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块重要
基石。

市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打造
一流善治之都”，要“聚力治理体

系大重构”。伴随着社会化、法治
化、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的不断提升，社会安定和谐的坚实
基础将不断加固，更加生机勃勃又
井然有序的美好生活，值得期待。

市党代表叶锋

“获得感”是推进社会治理
的 善 治 “ 标 尺 ”。 接 下 来 的 五
年，如何在推动善治上更进一
步，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不
断增强？市党代会代表、北仑区
大碶街道城湾村党总支书记叶锋
认为，要在精细化上着力，不断
加强基层微网格建设。

近年来，城湾村立足实际，
在基层治理中创新推出“墙门微
铁 桶 ”“ 对 账 理 事 ” 等 工 作 制
度，微网格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 今 年 年 初 ， 北 仑 突 发 疫
情。我们在原有网格基础上，以
村道、标志性建筑物等标识为
界，按照每个网格对应 200 人至
300 人的规模，将全村精细划分
成 9 个微网格，配备‘1 名党员
微网格长+3 名微网格员+2 名志
愿者’的应急防疫分队。”叶锋
介绍。

同时，城湾村给每个微网格
建立线上微信群、钉钉群，畅通
信息沟通渠道，实现信息数据线
上线下双通达。还利用微网格，

组建起一支 76 人的抗疫志愿者
队伍，保障了全村 5367 人次的
生活物资供应、6745 人次的核
酸 检 测 、 35 名 村 民 的 配 药 服
务、8 名村民的紧急就医。

精细化的微网格建设，成效
初显。

如何进一步加强微网格建
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叶锋建
议，首先要做精做细微网格工
作。由于当前农村普遍存在村
域交错的现象，以往粗犷的大
网 格 管 理 模 式 难 免 存 在 治 理

“真空区”，导致管理和服务出
现漏洞。因此，他建议加快微网
格建设工作，把微网格延伸到社
会治理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米”。

其次，要推行农村社区化管
理模式。以往农村普遍存在零星
散落、各自为战的现象，不利于
资源、服务、管理的集成共享，
建议推行以区域化党建为统领、
以多村社区化服务为载体的农村
社区化管理模式，实现村村互

助，抱团协作。
另外，要注重微网格平时作

用 的 发 挥 。 叶 锋 建 议 ， 可 采 用
“平战结合”的模式，比如在垃圾
分类、防诈宣传等工作中，充分
发挥微网格员的作用。也应加强
对基层微网格员的培训，设立微
网格专项资金，将微网格建设作
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提升基
层治理水平。

精细化着力 加强基层微网格建设

“ 社 会 组 织 是 构 建 和 谐 社
会、推进社会善治的一支重要力
量。打造一流智慧善治之都，更
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市党代会代表、宁波 （鄞州） 社
会组织创新园党支部书记冯佳曦
说。

以鄞州区为例，该区现有登
记注册和备案的社会组织 8000
余家，位居全省前列，覆盖科教
文卫、社会保障、社区服务、公
益慈善等诸多领域。同时，鄞州
区依托社会组织创新园这一社会
组织综合服务平台，支持和引导
社会组织积极服务国家、服务社
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在参
与纠纷调解、提供公共服务、增
强社会活力等基层治理活动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如何让不断壮大的社会组织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位”更

“有为”？冯佳曦建议，首先要坚

持党建领航，通过党建赋能社会
组织，当好社会组织的“娘家
人 ”， 不 断 提 升 社 会 组 织 的 实
力、能力和活力，让社会组织在
参与社会治理中“强”起来；其
次，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要当
好 资 源 的 “ 整 合 者 ”， 让 运 营
链、组织链、资金链全过程链
接，使得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
理中“活”起来，激活社会组织
发展的“蓄水池”；另外，着力
推动社会治理全要素互动，驱动
全域社会治理双循环，让社会组
织在推动社会治理中“火”起
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再者，要发挥各类服务
平台的作用，让社会组织在服务
文明创建、扶贫济困、防疫防
汛、东西部协作等急、难、险、
重任务中发挥生力军的作用。

“面对时代发展的新挑战、
新要求，要继续挖掘社会组织全

寿命管理、服务平台全过程链接、
社会治理全要素互动的实践潜力，
畅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
道，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建设‘重
要窗口’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力量，激发出善治强大的‘内生
力’。”冯佳曦说。

社会化协作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
善治之前提。打造一流智慧善治
之都，法治是基础，也是保障。

市党代会代表、鄞州区人民
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陈祺将目
光投向了未成年人保护。她认
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关系国家
未来和民族振兴，以法治为依
托，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无虞、
生活无忧、充满关爱、健康发展
的成长环境，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

“但是，不时见诸媒体的涉
未成年人犯罪，让人扼腕叹息的
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不
稳定因素。因此，加强未成年人
健 康 成 长 法 治 保 障 ， 愈 加 重
要。”陈祺说。

近几年，鄞州区检察院始终
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
则，着力扛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主导责任，探索出了不少先进经
验和做法。如全国首创“检医合
作、检警一体”的“一站式”办

案救助机制，有效降低了办案对
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的二
次伤害；率先建成了首个覆盖全
国的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
库，并建立了性侵害违法犯罪信
息入职查询机制；研发运行未成
年人数字化社会帮教系统微信应
用，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罪未成
年人、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等。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长
期性、综合性、社会性的工作，
需要汇集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从司法实践来看，致使未
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家庭因
素，主要体现在家庭环境不良、
家庭教育失当、家庭监管缺失
等。如在有家庭暴力行为的环境
中成长起来的未成年人，往往表
现出极度自卑、缺乏安全感，或
已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使用暴力解
决问题的习惯。而不少未成年受
害人，往往来自那些监管缺失的
家庭，比如留守家庭、单亲家庭
等。”陈祺说。

因此，陈祺再次呼吁，全社会
要携起手来，构建起集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社会保护、政府保护、
网络保护、司法保护为一体的新时
代未成年人法治保护格局。司法机
关要持续加大普法力度，学校应开
设法律宣讲课程，家庭成员应多关
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共同为未成
年人撑起“保护伞”。

法治化建设 撑起未成年人“保护伞”

推动基层善治，离不开对公
权力的有效监督。再小的权利也
不能任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基层
善治增进百姓福祉。

“自 36 条智慧运行系统新上
线以来，我们现在所有的事项，
尤其是与钱有关的，都要走流
程。层层审核、层层把关，一点
都不马虎。”市党代会代表、宁
海县黄坛镇弘杨村党总支书记杨
武君告诉记者，“这个平台不得
了，不管是村里的工程，还是村
集体资产出租，或者村级采购
等，只要存在不规范或异常情
况，它就会自动亮灯预警，精准
高效。”

用智能化手段规范基层用
权，杨武君尝到了“甜头”。

“它大大减轻了我们村干部
的压力。”杨武君说，一方面，
数字化操作免去了村干部来回奔
波的时间，各类事项运转效率更

高；另一方面，以前村里如果有
项目要做，总还有个别人想托托
关系来争取，村干部每次都要费
尽口舌去解释，压力很大，现在
全部流程从网上平台走，每个环
节都公开透明，也就没有人来找
关系说情了。

另外，全部事项网上走的智
能化监管，在杨武君看来，也是
对干部最大的保护。“面对别有
用心的‘围猎’，难免有个别人
会禁不住诱惑。智能化监管下，
没有了‘寻租’的空间，就从源
头上杜绝了滥用公权、以权谋私
等现象。”

杨武君觉得，智能化监管带
来的最大转变，是干群关系越来
越好了。所有事情摆在桌面上
说，信任增多了，工作也就顺畅
了。大家劲往一处使，村里发展
一定会越来越好。

以智能化监督推动基层善

治，杨武君建议，可以在智能化平
台上增加一些模块，以应对突发事
件或紧急情况。“比如抗台、抗疫
等，这些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的，在流程上可否走特事特办等

‘绿色’通道，以确保能在第一时
间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物资等保障。”

智能化助力 让基层公权力更规范

专职社区工作者是基层社会
治理的主力军。打造一流智慧善
治之都，加强队伍专业化水平的
培育至关重要。对此，市党代会
代表、镇海区庄市街道庄市社区
党总支书记庄丽深有感触。

近年来，庄市街道全面推行
“会管理、懂全面、会服务、贴
民心”的全能社工队伍建设，明
确社工的角色和职责，不断提升
社区管理和为民服务水平。

但是，专业化社工队伍的建
设，还存在一些困境。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
员流动性大，二是专业化水平还
有待提升。”庄丽说，现在每次
社工招考，报名参加考试的年轻
人不少，但做了几年后，真正留
下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薪
酬不多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
是，不少年轻人觉得社区工作压
力太大，一个人不仅要身兼两三
条线上的工作，还要兼顾 300 户
左右的居民，很多人反映‘吃不

消’‘喘不过气’。再者，社工的
晋升空间相对较窄，这些都导致
了专职社工队伍人才流失，人员
流动性大。”

从专业化水平上来讲，庄丽
认为，社工的工作是直接面向百
姓的，不能面对百姓的咨询一问
三不知，所以才有了建设“全能
社工”的提法。“但是，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社工确实也很难做
到全能，比如涉及安全生产、房
屋安全管理等专业领域的知识，
社工就难以做到精准掌握。而
且，现在很多培训是通过网络视
频方式进行的，受训者对知识的
掌握度也就打了折扣。”

如何进一步加强专职社工队
伍的专业化水平？庄丽建议，相
关部门应结合基层实际需求和人
口大量增长的迫切需要，进一步
优化入口关，适当增加专职社
工、专职网格长的编制配备，并
探索适当提高社工的薪酬体系标
准，拓宽晋位升级渠道，建立定

向招考机制等。
同时，加大综合培训和专业实

训力度，引导社工、基层网格长准
确熟练掌握各项工作内容，提高实
战实践能力，并加大对第三方专业
化力量培育培养的重视，以政府采
购等形式，引入第三方力量，缓解
专职社工的工作压力，弥补其某些
方面专业知识的不足。

专业化培育 提升社工队伍专业度

市党代表冯佳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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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大数据“富矿”
全面提升城市善治格局

网友“四明湖花开”：大数
据时代，城市管理数字化大大提
高了政府各部门间协同办公能
力。要通过挖掘大数据“富矿”，掌
握城市发展新情况，把握城市发
展新规律，科学预测民众公共服
务新需求，民主科学决策，进一步
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建议我
市通过制度规范和政策引导，夯
实大数据产业基础，推动数据的共
享和利用，提升城市善治格局。

提高市民守法意识
打好善治之都群众基础

网友“Buchstabieren”“阿
寅诺”“我是外乡人”“小雨下啊
下”：目前一些市民的守法意识
还不够强。在交通出行上，闯红
灯，汽车不礼让行人，电动自行
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等违法行
为还较普遍；在停车场、小区随
意停车，阻挡消防通道或影响其
他车辆通行等情况时有发生；违
法搭建屡禁不止，相关执法周期
长、成本高、效果差。建议针对
上述现象开展立法调研，建章立
制，提高当事人的违法成本，并
将个人违法违规行为纳入信用体
系，为打造一流智慧善治之都打
好坚实的群众基础。

加强应急体系建设
提升互联网治理水平

网友“灿烂如花”：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如何强化应急
体系建设、提高对公众需求的回
应力，成为对各级政府的一大考
验。建议我市着眼于提升智控水
平，提高民情社情大数据汇聚水
平，加强网络社会治理队伍建
设，为应急指挥提供决策支持，
为我市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营
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党建引领
拉高社区自治标杆

网友“亭亭玉立 er”“胡
西”“易北寒”：建议拉高社区自
治标杆，坚持党建引领，激发千
家万户向上向善的动力，激励居
民支持自治、主动自治、善于自
治，逐步形成“有事一起干、事
事有商量、人人成风尚”的治理
新格局。同时，建议给基层减
负，解决专职社工任务重、工资
低、难留人的窘境。希望有关部
门对此给予重视并出台应对措
施，解决社工人才紧缺和流动性
过大等问题，让社区工作者更好
地服务群众。

更便利更智慧
推进未来社区建设

网友“yizhirouyingtao”：未
来社区建设是一项民生工程，
相较于省内其他城市，宁波的
未来社区发展步伐稍显滞后。
建议我市积极贯彻落实未来社
区理念，加快建设旧改和新建
类的项目以及乡村新社区。加
大新教育、新医疗、新交通、
新能源、新物流、新零售等综

合配套和服务支撑，让社区更宜
居。

建设未来乡村
营造诗意村域空间

网友“危机前”：未来乡村是
以人为本，以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核心，具有集中发挥村民、政
府、社会三者之力，融合生产、生
活、生态，数字化互联等几大内涵
特征的有机整体。希望我市在推进
这项工作时多听群众心声，结合宁
波乡村特质，因地制宜，让项目展
现鲜明的宁波特色。

重点场所车位难求
智慧停车仍需“破冰”

网友“小花爱花花”：现在宁
波发展越来越好，车辆保有量快
速增加，随之也带来一些负面影
响。比如，开车送病人到医院周
边 后 ， 却 因 没 有 车 位 而 耽 误 就
医。建议学习上海等地做法，让
市民即时了解医院等重点场所的
车位变化情况，让城市更加智能
和人性化。

无障碍设施管理失范
呼吁依法执政为民

网友“亭月相望”：由政府投
入巨大精力和财力建造起来的盲
道、无障碍通道总是随意被堵住，
肆意被占用，视力障碍者在盲道上
行走如履薄冰。我市应加大对占用
盲道的违法行为的查处，并提高市
域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
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