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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尽责

在所里，楼丽婷的细心是出了名的，她过过眼的

资料心里都会有底，还因此发现了工作中的一些

问题。

一次，在受理落户申请时，楼丽婷发现有个名字

看起来似曾相似。再过了几眼，她越发肯定，这个名

字自己之前在工作中见过。直觉告诉她，这里边可能

有问题！九堡辖区有20多万人，为了找出这个名字，

楼丽婷硬是凭着记忆翻找以前的摸查资料，果然找到

了此人的个人信息！

经过细致地推敲调查，楼丽婷发现了一个令人啼

笑皆非的真相：此人夫妻双方的户口都已经迁出辖

区，由于政策只允许结婚落户，这夫妻二人竟然想通

过二人离婚后，公公也跟婆婆离婚，再通过儿媳跟公

公结婚的方式来重新落户，借此申请批地建房！这一

行为虽然未触犯法律，但楼丽婷认为绝不能纵容如此

恶劣的行为，助长社会不良风气，她果断将此事上报，

最终对此人的落户申请未予受理。

全心为民

近年来，到九堡办理落户的人不断增多。为了使

窗口服务更便民、更高效，楼丽婷创新推出了上门拍

照服务、延时服务、双休日服务等措施，用心把户籍窗

口打造成一个有温度的服务窗口，正如她常说的：“户

籍工作再细心一点，对待群众再用心一点，政策解释

再耐心一点，群众满意就会更多一点。”

不久前，辖区王先生到所里办理购房落户，但是

所带材料中的一项无传染疾病证明出现问题。“怎么

办？我第二天有事要赶回老家丽水呢。”王先生着急

地问。急人所急的楼丽婷根据容缺受理的相关规定，

先帮王先生把手续办了，再让王先生第二天到医院体

检，之后将体检结果寄到派出所。

“一口清”“一窗办”，在楼丽婷看来，宁可自己多

跑一次，也要让群众少跑一次。仅2017年，她办理各

类户口业务2万余件，实现群众“零投诉”。

本报记者 李媛媛
通讯员 刘汉武 刘伟英

本报讯 早上8点半，87岁的赵

奶奶准时来到杭州江干区采荷街道颐

和·乐龄服务街区（以下简称颐和街

区）的颐养苑。从去年7月起，她女儿

每天上班前都先把赵奶奶送到这里托

管，晚上下班后再把她接回家。

“这里就像老年版的‘托儿所’。

周一到周日，我们可参加康复运动、平

衡操、剪纸、太极操等活动，还有照护

员看护。”赵奶奶说，之前在家里摔了

一跤，走路得靠助行器，经过这段时间

的康复训练，现在自己走路不用助行

器也稳健多了。

颐和街区是采荷街道公建民营的

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自2016年10

月起由上海爱照护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人群主要为采荷街道60岁

以上的老人。作为全国首个医养护一

体化惠老服务街区，它与采荷街道内

的观音塘卫生服务中心签订有医养协

议。“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每月为老人

开展慢性病讲课，每周到颐和街区进

行查房，对老人感冒、咳嗽等病症进行

治疗，对患有高血压等疾病的老人进

行用药和生活指导。”颐和街区运营护

士许杭霞介绍说。

颐和街区的做法是杭州养老服务

工作的探索之一。16日，杭州召开全

市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总结暨老

龄工作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至

2017年底，全市累计建成村社级照料

中心2716家，镇街级综合型照料中心

99家，委托社会力量托管或运营的照

料中心达420家。

“为提升医养服务能力，杭州在全

国率先开展‘1+1+X’医养结合联合体

建设，即由1家市级医院、1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分别对接区域

内X家养老服务机构，为其提供医疗、

护理、康复等专业服务。”杭州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至

2017年底，全市236家养老机构、1750

家照料中心得到不同形式的医疗服务

资源支持，以老年人为主体的重点人

群医养护一体化签约率达64.99%。

杭州还不断完善城乡助餐体系，

目前共建成老年食堂（助餐服务点）

1176家，并形成了“中央厨房+中心食

堂+助餐点”、“互联网+配送餐”、邻里

互助等多元就餐模式，每天有近5万

老年人能够享受到不同形式的助餐服

务。此外，针对老旧小区没有电梯的

问题题，杭州去年出台了《关于开展杭

州市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

意见》，利用“业主主体、社会主导、政

府引导、各方支持”的模式进行突破，

目前全市5城区共有148处加装电梯

项目已通过部门审查，其中30处正在

施工，3处已交付使用。

杭州市副市长王宏表示，2018年

杭州将坚持量质并举，继续打造全国

养老（老龄）工作的标杆样板，重点改造

提升60家兼具日间照料与全托服务功

能的示范型居家养老中心，打造50家

医养结合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

心等；预计新增公建民营养老机构8

家；重点推进老年签约居民“社区首诊、

双向转诊、康复回社区”的分级诊疗服

务等。

送法进渔村

连日来，浙江海警第二支队大力开展

“送法进渔村、普法上船头”活动，将渔船

民最需要、最迫切的法律服务带到他们身

边。活动期间，民警向群众发放宣传资

料、警民联系卡、渔民安全生产手册等，解

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

次，为渔船民解决问题50余个，有力地提

升了辖区渔船民的法律意识。

通讯员 鲍昺阳 朱立锋 高翔

本报记者 郁燕莉 王春芳

本报讯 4月16日上午，由福建

省委政法委指导，中华全国法制新闻

协会、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主办，福

建法治报社承办的2018年全国省级

法制（治）报社长（总编辑）年会暨“平

安建设看福建”采访活动在福州启

动。来自全国29家省级法制（治）报

的社长（总编辑）及记者、编辑参加了

此次活动。

启动仪式后，年会设置全国法制

（治）报优质项目推荐环节。作为推荐

方之一，本报旗下的浙江法智科技公

司介绍的多款智慧法律服务产品以及

“律企联”法律服务平台2.0版本，引起

各家法制（治）报社的兴趣，纷纷前来

咨询。

法律服务如何打破最后一公里？

现场演示的公共法律服务人工智能一

体机，打破传统法律服务的各种限制，

通过口语化提问，即可实现法律咨询

的人机问答；一体机还能提供法律援

助等公共法律服务在线办理，实现“一

次都不用跑”。

感受“法治福建”的脉搏，倾听“平

安福建”的故事。在接下来一周的活

动中，全国29家法制（治）报社长（总

编辑）将就新时代下法治媒体的创新

与发展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同时，

记者将深入福建省多个设区市的基层

政法单位进行采访，实地体验新福建

的法治建设和平安建设进程，采访报

道福建各级政法部门在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打造基层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基本解决执行难、推

进落实公益诉讼、创新生态司法及推

进司法改革等工作上的典型和亮点。

上午9点收案
下午2点半宣判
杭州余杭检方道交案办理驶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关巧巧

本报讯 上午9点收案，下午2点半远程开庭后

宣判，中间仅用5个半小时，这是杭州余杭区检察院

办结一个危险驾驶案的全部时间。依托该院自主研

发的“危驾案件一键化”办案系统和“专案组”的专案

专办，这里的道路交通案件办理驶入“快车道”。

在余杭区检察院，道路交通案件一直占有相当大

的比例。2017年，余杭区检察院共受理危险驾驶案

件408件、交通肇事案件105件，两类案件占全年受

案总量的28%。去年年底，余杭区检察院指定1名员

额检察官、1名检察官助理、1名书记员组成办案小

组，专门办理危险驾驶案件。

今年2月底，在成立危险驾驶类案件专门办案小

组实践的基础上，该院又将交通肇事案件纳入专人办

理范畴，组建由2名员额检察官、2名检察官助理组成

的道路交通秩序案件办理小组，统一受理危险驾驶案

件、交通肇事案件。这些案件集中办理，承办人能熟

练掌握案件办理的相关标准，平衡统一案件的起诉、

量刑标准，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效率。

不仅“专案专办”，余杭区检察院还研发了“危驾

案件一键化”办案系统，该系统可以将一体化办案系

统移送来的电子卷宗相关数据、信息直接回填到检察

机关业务系统。之后，公诉人在办案时，系统就会自

动提取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而证人证言等关键证据材

料和待证事实也会同步出现。之后，系统会根据这些

提取的信息自动生成承办人意见、量刑建议，推送相

关案例和法条。这时，承办人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生

成法律文书，在进行审查时与书面案卷进行核查比对

即可。

据了解，目前在余杭区检察院，危险驾驶案已基

本实现当日收案当日办结，交通肇事案2.5个工作日

可以结案，同时法院对这两类案件的量刑采纳率为

98%，实现了案件办理的高质高效。

本报法智科技公司在会上作介绍

杭州已建成3000多家
老年人照料中心
今年老年版“托儿所”会更多，还会提升质量

全国省级法制(治)报社长总编赴闽访平安
本报法智科技公司推荐多款人工智能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