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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是基
层工作的真实写照。平均测算的话，一个
社区每月要安排社工负责21个系统的数
据录入维护和18个表格的填报，需要耗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

如何真正让基层“减负”？今年，借
助数字化改革的春风，鄞州瞄准基层工作
痛点，福明街道在全市率先试点推行基层
减负“最多报一次”应用，整合了来自省、
市、区的47张数据报表和16个部门的数
据，让“数据跑路”代替“社工跑腿”。

基层减负
“最多报一次”

鄞州率先试点

整合47张报表和16个部门数据

福明街道有164名社工，要
服务9.2万名居民。朱刚燕是福
明街道江城社区一名普通社工，
在基层工作7年多。

每月，她都要完成一项繁琐
的“规定动作”——统计“四变”信
息，登记辖区内迁入、迁出、出生和
死亡人员信息。多的时候，一个月
就要登记300多人。

“以前，这些数据都是我一项

项去派出所蹲点抄来的，再拿回
来进行比对核实。碰上量大的时
候，光这项工作就要折腾一周时
间。”朱刚燕说，完善信息后需要
手动输入，再上报“省全员平台”。

今年7月份以来，福明街道试
点基层减负“最多报一次”应用，数
据实现共享后，只需要动动手指，
表格会自动生成。“以前花一星期
要做的事，现在一两个小时就能搞

定，实实在在给我们‘减负’了！”
鄞州区基层减负“最多报一

次”应用，整合了省市区47张数
据报表、16个部门数据，实现全
域户籍人员、居住人员精准分配
入户，可实现人户关联、房户关
联、家庭关系分析、计算迁入迁
出名单分析等七大场景的计算
分析，让“数据跑路”代替“社工
跑腿”，从而真正为基层减负。

“现在各条线都要数据和信
息，基层社工太难了！”江城社区
社工柳莺的这句话，很多社工都
深有同感。

她是普通网格员，一个人要
服务管理十几幢楼；同时要对接民
政、党建、人事、妇联、纪检等条线
工作，需要定期上报数据和信息。
每天，她不是在基层处理琐事，就
是在电脑前处理表格，这实际上成
了很多社工的一种工作日常。

但这样的“日常”最近却被
这个数字平台大大改写了，越来
越多的社工尝到了数字化改革
带来的甜头。

秋季征兵招募是每年8月
的一项常规工作，以往工作人员

需要多次往返派出所调取户籍
人口名单，再对名单进行仔细筛
选比对，确定适龄青年的征兵名
单，动辄就是几天时间。现在，
这些事情只需几分钟就能搞定。

“数据跑路”，给社工减负，
现在不光是“最多报一次”，甚至能
实现“最多报零次”。以劳动力段
人力资源调查为例，原来一个街道
需要两三名社工，一年每人起码要
花20天左右完成辖区内人员信息
的填报。现在通过数据主动的共
享计算，只需输入关键词，点击“开
始检索”，一键即可轻松填报。

“现在，我们的双手解放了，
而且数据的准确性大大提高
了。”柳莺直言，有了这个智慧

化平台，社工有更多的时间走近
居民，了解他们的需求，提供精
准服务。

“以前，信息填报统计占据
了社工日常工作量的五成以上，
希望通过基层减负‘最多报一
次’应用减少80%以上，真正为
社工减负增效。”鄞州区大数据
局的相关负责人说，该应用打通
了公安等多部门、多平台的数据
壁垒，充分整合社工精准的名单
数据和部门精准的属性数据，形
成了全域精准的基层专题数据，
对居民信息进行全要素归集、标
签化处理，建立多维度的人物画
像，让人员信息从“单维”变“立
体”。

“有了这个‘数据大脑’，结合
实际的工作场景应用正在逐步开
发完善。”鄞州区福明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朱银春告诉记者，基于“最
多报一次”建立的是人户数据仓
和数据仓使用工具，福明街道拟
全面打通现有的共享资源，如区
公共视频资源平台、三维地理信
息资源平台以及水利、气象、卫计
等部门的共享数据资源，打造“数

字福明”指挥平台，真正让基层治
理所需的基础数据“回家”，让这些
数据为基层治理工作赋能。

现在，数字化改革扑面而
来。除了福明街道，鄞州区还将
在本月底前在明楼街道、下应街
道、邱隘镇和东吴镇全域推广基
层减负“最多报一次”应用，今年
底将覆盖鄞州区400多个村社。

鄞州区大数据局的相关负

责人透露，鄞州将构建基层数据
一体化采集、重塑报表报送和基
层数据“保鲜”机制，让数据共享
覆盖国家、省、市、区四级系统。
同时，基层减负“最多报一次”应
用将不断拓展应用场景，让数字
赋能基层治理，让社工腾出手、
迈开腿，有更多的精力服务辖区
居民和企业。 记者 薛曹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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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朱刚燕每天要和各种数据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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