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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网格员，却是基层治理的“全能王”。在我省，

农村约150户为一个网格，城市社区约300户为一个网格，
全省共划分了10.9万个网格，将党建、综治、行政执法、环境
保护、安全生产监管、食品药品监管等社会管理服务事项纳
入网格，真正构建起一张全省统一的无交叉、无重复又无缝
对接的基层治理网。

23.4万余名像葛志欣这样的专兼职网格员就活跃在各
个网格，收集社情民意，调解矛盾纠纷，做好政策宣传，成为
平安浙江建设的“千里眼”“顺风耳”。2016年，全省网格员
共上报各类矛盾纠纷和问题377.9万余件，平均每天10520
余件，其中95%以上在乡镇以下得到妥善解决。

怎样把基层的力量整合起来，做到一呼百应？在桐乡
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工作的朱春晓找到了自己的答
案：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他在指挥中心屏幕上发现
了桐乡市高铁站安检区十分拥堵、秩序混乱，报告值班领导
后，中心立即发出指令，附近的民警、平安志愿者赶到后解
决了问题。当晚，指挥中心里又召开紧急会议，专题解决高
铁站秩序维护问题。

县乡两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建设，是浙江加强社
会治理的创新之举。在接入省平安综治信息系统、综治视
联网、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三张网”后，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
心显示出强大的实体运作功能，通过民生热线、网格员、视
频监控等各种渠道，每天数以万计的信息在这里汇集、流
转，第一时间得到处理。

与此同时，平安建设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向各个行业各
个领域延伸，让每一个社会细胞都充满着平安因子，用“小
平安”汇聚成社会的“大平安”。

坚守法治，更能攻坚克难
平安浙江建设伊始，就将依法治理的理念融入其中，让

法治成为平安浙江的“守夜人”、照亮前路的“燃灯者”。
今年2月，台州市民郁浩祥仅用半个小时就在台州市行政

服务中心办好了新建商品房的买入和抵押登记手续。郁浩祥
说，以前，同样的事情可能要跑四五次，现在真的“最多跑一次”。

推进政府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建设法治浙江、平安浙江的重要内容。在推出“四张清
单一张网”、打造政务网等一系列举措后，浙江提出了“最多
跑一次”的改革目标。今年2月底，浙江各级政府部门梳理
公布了首批“最多跑一次”事项40961项，力争到年底覆盖
80%左右的行政事项。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省长车俊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最多跑一次”意思是让政府跑、部门
跑，不让群众跑、企业跑。

不让群众跑，是为了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浙江每一
个依法治理之策均围绕这一目标付诸实施，运用法治手段
来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诸多矛盾，力求在法治框架
下探索长效治理之道：从依法破解信访难题，到立法建立流
动人口居住证制度；从依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助推经济转
型升级，到率先建立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有力协作机制，各地
各部门非常娴熟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平安
浙江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

3月22日，环保部通报表扬浙江，认为环境执法力度保
持全国领先。环境违法成本过低、执法难度较大曾是全国各
地普遍存在的问题，我省则一直在努力破解难题。2014年3
月，省环保厅会同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法院联合出台了关
于建立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协作机制的意见，形成打击环境违

法犯罪的有力协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监管执
法难题。如今，所有市县实现了环保公安联络室或警务室全
覆盖，检察院、法院建立了驻环保部门检察室或执行站，查处
了一大批大案要案，打击力度一直位居全国首位。

依法破解难题外，我省立足将法治宣传教育拓展到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朱学军，是杭州的“金牌和事
佬”。作为一名致力于调解工作的法官，他切身感受到当事
人身上发生的变化。他说，十几年前，人们接到法院电话往
往很害怕，“哎呦，我不要进法院的”，现如今，很多人主动到
法院找朱学军，“朱法官，这事该怎么维权？”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金华农民老李身上。他因为收不
回5万元欠款，平生第一次到法官打官司。起诉前，老李让
儿子在浙江法院公开网上输入了对方的名字，他惊讶地发
现：这几年来，对方在法院已有3起借贷纠纷，“我虽然感觉
到这钱要回来有难度，但判决书在网上全部公开了，我心里
也就有了底，踏实多了。”

塑造全民的法治信仰，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群众的自觉习惯，正是13年来
平安浙江建设所努力追求的。为此，浙江政法部门进行了
许多探索：大开阳光司法大门，司法透明指数常居全国榜
首；树立绿色司法理念，运用法治方法促进社会善治；推进
执法规范化建设，完成1198个办案区的改造；吹响律师服
务号角，去年组织了 1470 名法律服务工作者对企业开展

“法律体检”等。
2015年3月，我省还组织推动28000多个行政村、3200

多个社区全面制订修订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让它们从墙上
摆设转变为真正的“小宪法”，让“法治、德治、自治”成为基
层治理的风景。

岱山县东沙古镇的党员平安服务队

杭州市余杭区公安分局办事中心

本报记者 朱兰英 文 王志浩 摄

一张蓝图绘到底 同心共筑平安梦
平安浙江新愿景：打造平安中国示范区（下）

““平安金鼎平安金鼎””长啥样长啥样？？记者带你记者带你““抢鲜抢鲜””看看！！

本报记者 王志浩 摄

全省11个设区市、89
个县（市、区）都获得过平
安称号，到今年，有 3 个
市和 47 个县（市、区）连
续 12 年获得平安市、平
安县（市、区）称号。今
天，这 3 个市和 47 个县
（市、区）将在全省建设平
安浙江工作会议上被授予
“平安金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