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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
心的数据后台上，每天有近 1 万个
网格、8000 余件社会治理事件在不
断上报、流转、处置和闭环评价。

其中，群租房安全隐患整治、
僵尸车管理、车棚车库综合管理、
餐饮油烟管控、建筑垃圾倾倒整治
等，是频频出现的“老大难”问
题。

“ 这 些 问 题 是 难 啃 的 ‘ 硬 骨
头 ’。 因 为 种 种 主 客 观 因 素 的 影
响，问题涉及部门较多、权责边界
不清，投诉量居高不下，解决起来
颇为棘手。”市委政法委基层治理
指导处处长金伟说。

以消防车通道堵塞问题为例，
2020 年，江北区消防救援大队在
日常举报核查过程中发现，涉及消
防车通道的问题占 30%以上，涉及
消防车通道堵塞的事件共 633 起；
江北区的 152 个住宅小区中，80%
的小区不同程度存在消防车通道堵
塞现象。

按照现行法律，消防车通道问
题的解决一般需要经过确认执法主

体、调查取证、作出处罚决定等一
系列程序。相对来说，发现问题有
难点，行政成本又较高。同时，由
于涉及管理部门较多，对适用法规
依据、执法主体、处置方式等存在
不同理解，导致相关事件权责边界
难以明确。

这样的“堵点”和“难点”同样存
在于群租房问题上。因为人口的流
动性、房屋的私密性及基层力量不
足等原因，群租房问题很难被发现；
真正要整治的时候，涉及职能部门
较多，问题认定、证据取证等需要耗
费大量行政资源，可能存在推诿扯
皮、效率较低等问题。即使整治了，
也容易死灰复燃。

“要管都能管、但是很难管”。
这些“老大难”问题往往有一个共
同点，那就是涉及多个职能部门，
靠基层单一力量和传统手段难以从
根本上彻底解决。去年起，根据省
数字改革部署要求，宁波全面启动
集成改革，这些社会治理中的“老
大难”问题，随即成了市县两级政
法委社会治理“一件事”改革的着

力点。
“一件事”集成改革，最早实践

于行政审批领域，就是将关联性强、
办事需求大、办事频率高的多个部
门事项，从群众办事的视角，集合成
一次申请办结的“一件事”组合；社
会治理的“一件事”改革，同样借鉴
了行政审批改革的经验，也是从群
众的立场出发，重点体现“高频”“痛
点”“贯通”三个关键词。

第一批“吃螃蟹”的“一件事”事
项，由各地主动申报，经过审核确
认，这些事项往往是应用范围广、涉
及数量多、发生或使用频率高的“急
难愁盼”，既要聚焦当前基层社会治
理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和

“痛点”，也要全链条贯穿和覆盖基
层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重点领域，
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

“乍看上去只是些‘鸡毛蒜皮’
和 邻 里 纠 纷 ，但 是 群 众 利 益 无 小
事，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改革初心，
要更加高效地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帮助老百姓提升获得感和幸
福感。”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

“堵点”“难点”和“痛点”
社会治理中看得见的“老大难”

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在实际
操作中该如何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
弊端，实现数字化改革后的流程重
塑？

宁波的特色做法，是按照“小
切口、大场景”的理念，以“一类
事项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个场景由
一个部门负责”为原则，每一件事
均确定一个牵头部门和若干协同部
门，通过梳理不同业务场景，将

“一件事”拆解至最小颗粒，进一
步明确各自的权责边界。

“我们申报的‘一件事’项目
是僵尸车问题。在这个方面，镇海
有一定基础。早在几年前，镇海为
彻底解决僵尸车问题进行了专项联
合整治，对不同部门的分工、权责
和机制进行了明确和细分。”镇海
区矛调中心信息科科长江少伟说。

打开数字系统，相应的应用场
景一目了然。僵尸车的处置场景问
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细
分为道路车行道 （包括公共停车位
内或同时侵占人行道和车行道停车
的）；道路人行道 （包括人行道以

及建筑物外缘至道路部位）、绿化
带、路基、防护带等范围；住宅小
区、农村等 3 个具体场景。

在这个基础上，当 地 经 过 反
复的线下沟通和对接，将每个事
项拆解至最小颗粒，为公安、住
建、城管等相关的七八个部门建立
一对一匹配的权责清单，对应的牵
头单位、协同单位，具体负责的执
行任务，以及不同响应等级匹配
的岗位力量配置，实现线上的闭
环管理。

“村里本来车位就不多，有些
车 辆 占 用 停 车 位 、 绿 化 带 好 几
年，锈迹斑斑、破败不堪，村民意
见很大，可单靠我们这些人又移不
掉。”镇海区骆驼街道敬德村网格
员杨斌辉说，去年 9 月，由镇海区
委政法委和公安部门牵头，联合街
道、住建、城管等多个单位谋划多
跨场景应用，手机点一点，问题就
解决了。

在海曙，将群租房安全隐患整
治细分为不符合出租房屋消防安全
要求、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等 8 个场

景 11 项任务，明确各项任务的牵
头及协同单位，形成整治合力，以
6 个区级部门为牵头单位，涉及 21
个协同单位，同时依托大数据分
析，根据安全隐患等级，实施红、
黄、绿三色动态分类管理。

去年 11 月 22 日，白云街道丽
雅社区发现一例群租房安全隐患，
经确认属于群租房场景中的“违法
建筑、擅自改变房屋用途”一项。
白云街道信息指挥室启动群租房

“一件事”应急预案，将事件派发
流转至相应责任单位，由综合行政
执法中队牵头、街道房管所协同配
合执法，经联合处置，该群租房问
题已整改完成。

“我们整合了各类信息平台有
关群租房的问题数据，推出群租房
安全隐患整治‘一件事’线上平
台，打通‘全域一码通’与‘基层
治理四平台’。去年，该平台在石
碶街道试行时，群租房数量同比下
降 5.7%，安全隐患整治率同比提
高 14.5%，成效明显。”海曙区矛
调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划清权责边界
将“一件事”拆解至最小颗粒

数字化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更是一场治理变革，是对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全方位、系统性重
塑。推进数字化改革，必须充分运
用数字化治理手段，推动治理模式
变革、方式重塑、能力提升，加快
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

对照这一标杆，宁波社会治理
“一件事”改革的探索之路依旧很
漫长。

如何让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在
梳理细分场景的同时做好“量体裁
衣”？如何让闭环真正发挥效果，
让每一件事都能得到最优的高效处
置？如何通过更多“一件事”的出
现，倒逼相关政府部门优化流程、

服务于民？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用
时间来解答和检验。

目前，宁波已成功上线“基层治
理一件事”集成应用，加载了群租房
治理、消防车通道管理等 10 个具体
场景，被评为 2021 年全市数字化改
革最佳应用和 2022 年省数字法治
第一批好应用，正在向全市推广。

海曙区文物安全隐患整治综合
应用、江北区住房质量安全监管

（舒心住）、镇海区瓶装燃气监管
“一件事”、北仑区噪声治理“一件
事”、鄞州区车辆道路违停治理“一
件事”、奉化区扬尘治理“一件事”、
余姚市养犬“一件事”、慈溪市窨井
盖管理“一件事”、宁海县民宿农家

乐安全管理“一件事”、象山县校园
周边环境管理“一件事”这 10 个项
目，已经入选今年全市社会治理“一
件事”系列应用清单目录的项目名
单。

“结合之前改革的经验，我们
搭建了统一的数字化场景模板，在
之前各地聚焦各自‘一件事’探索
的基础上，借助‘一地创新、全域
推广’的模式，帮助这些成功经验
迅 速 复 制 、 迅 速 推 广 、 迅 速 落
地。”宁波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
心负责人朱浩说。

数字赋能社会治理，关键功夫
在线下。社会治理+数字赋能，最
终还是要倒逼政府的服务更加透
明、更加公开、更加高效，通过流
程重塑和自我改革，提供更为精准
化的社会治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委常务
副书记孙小雄看来，社会治理“一
件事”改革将带动党政机关、条线
部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全方位变
革，有利于重塑政府部门内部运行
高效协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内容
融合、上下对接等难题；有利于重
塑政府部门之间联建共享机制，从
根本上解决系统林立、业务不畅等
难题；有利于重塑政府部门与外部
环境有机融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
内外信息不对称、政策回应慢等难
题；有利于重塑条块之间对接顺畅
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协同联动不紧
密、统筹指导不够有力等难题。

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一
帆风顺。但是，锚定群众坐标，站
牢为民立场，久久为功，绵绵用
力，相信定能用时间酿出美酒，向
群众交出高分答卷。

一地创新、全域推广
治理模式变革仍需久久为功

数字化改革中，如何彰显为民初心？

宁波探索社会治理“一件事”集成改革

图 示

▲江北区消防车通道堵塞综合治理“一件事”研讨会。

◀基层治理“一件事”支撑总览。 （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供图）

制图 韩立萍

当 下 ，
四明大地上
数 字 化 改 革
如火如荼。

数 据 碰
撞、数据清洗、
动 态 匹 配 ……
在由一串串代码
构成的数字世界
里，鲜活而具体
的群众诉求如何
体现？为民服务
的改革初心如何
彰显？

今 天 ， 我 们
关注的是一场和
社会治理有关的
数字化改革——
借鉴行政审批领
域“一件事”改
革 的 经 验 模
式，按照“小
切 口 、 大 场
景”的理念，
将 应 用 场 景
延伸扩面到
社会治理领
域 ， 为 老
百 姓 解 决
更 多 的

“急难愁
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