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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起，长庆街道尝试运用智慧化手段高效解

决基层治理问题，以“城市大脑”赋能“武林大妈”群防群

治、平安创建等工作。

出租房和流动人口管理一直是基层治理的痛点。为了

有效解决出租房信息掌握不明晰、巡查检查不全面、管理

服务不到位的问题，长庆街道创新推出“五报告、二必巡、

三色预警”的“523”出租房旅馆式管理系统。借助“基层

治理四平台”搭建起的管理系统，将出租房管理全流程搬

至线上，依托完整数据库实现“在线维护、留痕管理、信息

可查、数据有用”，进而形成“网格管理、三色预警、事件闭

环、全域覆盖”的管理思路。运行3年来，街道出租房管控

率、流动人口登记率有效上升，街道火灾发生率连续两年

下降60%。

2019年，长庆街道作为省级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单

位，推出了全省第一个街道级数字驾驶舱。按照“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经过两年发展，街道数字驾驶舱已经成为

集数据整合、场景应用、指挥联动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平

台，建成党建、综治、生态环境、疫情防控等模块40个，单

兵、AI探头、雪亮工程等图层37个，开发“智慧安防小区系

统”“一键启动应急响应”“工地在线监测系统”“丝绸城

智慧街区系统”等系统性应用场景。

街道数字驾驶舱利用数据碰撞，在疫情期间以出租

房为切口迅速推进1.6万流动人口的信息排查；运用一键应

急指挥系统，迅速集结应急力量快速处置风险隐患；通过

“机器换人”，利用在线监测设备，实现工地文明施工24小

时监督，将扬尘和噪声污染“事后处置”变为“事前发现”，

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

感受度。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样板

长庆街道奋力守护群众安全感
长庆街道1.39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有5.6万常住人口，其中流动人口占比更是高达四分之一。大量的流动人口在繁荣辖区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管理的压力、服务的痛

点、治理的难题。

近年来，街道将平安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方向之一，努力为“活力、实力、宜居、和谐”长庆夯实平安之基，着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和幸福感。聚焦“三治融合”，

打造新华坊社区、王马社区两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深化全科网格建设，着力构建“1+3+1”基层治理体系；践行“武林大妈”志愿服务精神，形成了“三和交流

室”等一批特色品牌。

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街道积极探索网

格和警格融合，采用“网格+警格”的形式构建起治理网

络。综合执法队、市场监督所、派出所、司法所等执法力量，

“武林大妈”、楼道骨干、义警、安委会等群众力量都被纳

入全域6个社区的21个网格中，充分发挥群防群治作用。

王马社区横燕子弄的老沈是个热心人，原本在社区里

开了一家玉石店。2020年，在社区和民警的鼓舞下，老沈

将玉石店打造成“老沈反诈工作室”，自己任社区第二网格

的反诈宣传员。工作室开办不久，老沈听说社区退休居民

老马听信微信上“炒股专家”的“建议”，固执地要汇钱，

立即和社区民警一起上门做工作，他以老邻居的身份细致

分析、耐心劝说，终于打消了老马汇钱的心思，避免了钱财

损失。工作室成立至今，已经成功阻止电信网络诈骗7起，

为群众挽损159万余元。

“网格+警格”联动程序有效提升基层执法效能。4

月，新华路一家餐饮“网红店”店主收到了约谈通知书，原

来，网格员在走访中发现该店租用了一户房屋用做食品加

工，产生的异味不仅影响了居民生活，还存在用电超负荷

的安全隐患。网格员屡次上门劝说无果后，由所在网格的

市场监管、执法、消防负责人联合对店家发起约谈。在执

法力量的威慑下，店主当场表示立即整改。通过基层治理

四平台，街道每天联动“网格+警格”处置类似事件10余

起，噪音扰民、违章建筑、地面卫星、消防隐患等多种顽疾

痼疾正在逐渐化解。

“网格的优势在于软实力，我们的‘武林大妈’和志

愿者，做起群众工作来得心应手。而警格的优势在于硬实

力，执法队员和民警一出场，威慑力十足。”街道平安建设

办负责人说道，将网格和警格融合到一起，就是将软实力

与硬实力都用起来，起到“刚柔并济”的效果。

长庆街道努力实践“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

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采用“线

上+线下”等多种模式助推矛盾纠纷调解。

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实现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全过程无缝衔接，为群众提供解

决信访难题的“一条龙服务”。受理阶段，矛调中

心坚持“一窗受理”+“代办联络点”形式，设置有

“中心窗口—社区代办点—重点单位联络点”三

级网点，确保居民来访一次就能解决。调解阶段，

矛调中心采取“武林大妈”+“微法庭”模式，除

常驻专业司法调解力量外，还引入了“武林大妈”

工作室、“三和交流室”等民间调解组织，为纠纷

调处提供多元化的力量保障。自中心成立以来，

已接待受理各类投诉纠纷1374件，化解率超过

90%。

“我来感谢调解员潘美华，十几年的纠纷，多

亏她帮我解决了。”72岁的王奶奶拿着一面锦旗

来到区矛调中心。她口中的潘美华，正是浙大御

跸社区“三和交流室”的主要成员之一。

“三和交流室”成立于2011年，由一群热心

公益事业、充满爱心和奉献精神的老党员、老干

部、青年志愿者和居民骨干组成。“三和交流室”

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抓手，以打造

“忠孝善美”为元素的三和家园为方向，独创了矛

盾预防“四关”、志愿工作“五个结合”等工作方

法。近年来，“交流室”开展普法宣传服务和培训

4000余人次，接待居民群众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1500余人次，预防化解矛盾500余起，成功调解

纠纷100余次，成为社区有名的“和事佬”。2020

年，“三和交流室——志愿服务助推社区治理”项

目获得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除了搭建线下矛盾调解平台，街道还开辟了

矛盾“云调解”、法律援助“云服务”等线上路径，

推出“当事人、法院、和事佬”异地在线视频调解

模式，针对企业开展“疫情后用工法律问题”专项

服务等。去年疫情过后的复工复产阶段，辖区内

不少企业都面临涉疫情的商业合同纠纷以及员工

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资纠纷。为了避免“小矛盾”

演变成“大麻烦”，街道联合“浙江浙联律师事务

所”推出“空中慕课”直播，在网络“云端”针对疫

情之下可能遇到的市场监管、劳动用工、合同纠纷

等问题提供专业法律解答。

“网格+警格”
织密群防群治一张网

“线上+线下”
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大脑+大妈”
数字赋能智慧促和

群防群治开展平安巡察

三
方
调
解

社
区

反
诈

联
盟

出租房管理服务中心
社会综合治理服务中心

长庆微脑数字驾驶舱综合指挥中心 本版供稿  何婕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