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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为

彻底破解基层“看得见但管不着”的

难题，在开展基层治理“四平台”建

设中，余杭区将“四平台”建设纳入

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和全区深化改

革重点项目，着力打造以“区基层治

理综合指挥中心+镇（街）综合信息指

挥室+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便民服务‘四平台’+全科网格”

为组织架构的基层治理体系，并将全

科网格建设规范提升作为今年余杭区

“枫桥经验”十大项目之一，按项目化

管理推进。

让更多资源向基层倾斜，让职

权、力量“围着问题转，贴牢一线

干”，除省里规定的下沉部门外，余杭

区还将公安、城管、国土等与镇街工

作密切相关的13个部门基层站 （所）

1500 余名执法力量全部纳入属地管

理，启动整站整所、工作站（组）和

联络员下沉三种模式，并建立人员花

名册，定人定岗定职责，全面提升镇

街统筹力和基层治理能力。

在临平街道社会管理服务中心，

江西人廖芳芳拿着受理通知书，满意

地离开居住证积分受理窗口。廖芳芳

是杭州开启积分落户新政后临平街道

的第267名申请者。怕耽误孩子入学，

她在余杭买房后立即申请落户。

对窗口工作人员吴珏来说，她每

天工作中的重要一项，就是为像廖芳

芳这样的办事人员“派单”，通过基层

综治治理信息平台，她必须第一时间

将业务单流转给“四平台”的相关职

能部门，确保群众办事顺畅高效。

“现在的基层社会治理，像绣花一

样精细。”临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邱惠

良，亲眼见证了12个部门基层站所、

百余名执法人员下沉，和网格“一长

三员”扎根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新格局

的构建完成，“以前，很多问题矛盾基

层看得见但管不着；现在，这样的困

扰终于没了。”

统筹基层治理“一盘棋”，打造全

科网格“一张网”，凝聚区镇两级“一

股力”。今年1-9月，余杭区共开展网

格检查105万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2.1 万起，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6273

起；信息系统受理各类事件 327467

件，办结326685万件，办结率99%以

上，实现了最大限度发动群众参与、

最大限度采集基础数据、最大限度应

用数据、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

间处置问题的目标。在这里，基层治

理体系不断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

务群众水平全面提升，民生诉求主动

对接，“平安余杭”“幸福余杭”的基

层基础不断夯实。

作为信息经济、电子商务高度发展

区，面对人员结构复杂、各类传统和新型

矛盾纠纷增加以及三面环绕主城的特殊

地理环境，余杭区突破传统的社会矛盾

治理方式，在建设“城市大脑”的整框架

下，破陈出新，打通区“基层社会治理综

合信息平台”“交通事故处理网上数据一

体化系统”“网络交易纠纷在线调解平

台”等10个省、市、区现有的社会矛盾预

防和化解信息系统，建立“社会治理·矛

调在线”平台，实现了全区社会矛盾各类

信息资源“一网打尽”。

在余杭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

液晶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区3个多月

来受理的矛盾纠纷总数和处理情况、近

一个月的纠纷变化趋势、纠纷类型排行

以及纠纷的热力分布等。大屏幕背后在

运转计算的，就是余杭区社会矛盾治理

的“超级大脑”。

今年8月，余杭区欠薪办通过与银

行建立的沟通机制发现，余杭某建设项

目专户8月份无资金流入，也没有资金

发放。余杭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

通过“矛调在线”平台进一步比对关联

信息，发现该项目在今年1月已发生过

一起群体性欠薪纠纷，于是通过算法模

型发出预警。接到预警指令后，崇贤街

道劳动保障监察中队执法人员立即到

项目地走访，果然发现一个粉刷班组18

名工人的工资未发放到位，包工头失

联，执法人员随即将核实的信息上报

“矛调平台”。在“矛调在线”平台的统

一调度下，街道、劳动监察、住建、公安

等协调行动，包工头逃无可逃，最后主

动联系劳动监察部门，18名工人悉数领

到工资。

通过打通各类系统间数据传输和功

能互通壁垒，建设专业领域一体化处理

平台，整合全区6000多个组织机构的矛

盾化解人力资源，再造社会矛盾化解处

置流程，余杭实现了全区社会矛盾“一网

整合、一体协同、驿站服务、一套预警”，

建立了“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

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社会矛盾智慧治

理新模式。该模式不仅入围浙江省公共

管理典型案例评审，还被选入中央政法

委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国政论片拍摄大

纲，成为余杭继道交纠纷“网上数据一体

化”处理、网络交易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之

后的又一项全国首创。

“超级大脑”助力智慧治理

大樟树下说村事“超级大脑”助平安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林丽娇

杭州市余杭区，大径山的秋意总是比别处更浓，除了竹海的满目苍

翠，还有大把大把的黄色和红色，稻田、银杏林、枫叶林……多姿多彩。

径山东北角的小古城村，在招待完盛夏来避暑的客人后，又开始为金

秋忙碌：休闲垂钓、农场采摘、露天烧烤……客人四面八方涌来，村民的日

子也芝麻开花节节高：2003年村民人均收入是6700元，到去年已经超过

3万元，80%的村民住上了小别墅，家家户户都有了小轿车。

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秘诀是什么？这还要从小古城村那棵大樟

树说起。

大樟树就在小古城村村口不远，树

下有一方石桌、几张石凳。茶余饭后，村

民们喜欢到这里拉家常、议难事，久而久

之便成了村里的议事场所。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到小古城村调研，嘱咐当地“加强基层民

主法治建设，服务好三农”。由此，小古

城村的议事场所也从大樟树下延伸到了

村里、组里的议事桌。

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如今小古城

村的议事规程越来越标准化，还有了“协

商菜单”。这张“菜单”上每年都有五六

十个议题，内容包括村民小组、联村干

部、村两委的民情恳谈会等等。这些年

来，小古城村干成了很多事，小到换路

灯、建公厕，大到村级规划、集体资金使

用，“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问题和

矛盾就在“商量”中迎刃而解。小古城村

不仅入选“全国文明村”，还通过发展特

色旅游实现了村强民富。

古色古香的塘栖镇河西埭村，也有

一个“有说头”的地方——今年新落成的

“村规民约”主题公园。白墙黑瓦的马头

墙、融入公园一个个小景中的“村规民

约”，已经成了河西埭村的标志。

为充分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

今年3月，河西埭村启动了村规民约的

修订工作，并将修订稿发到每家每户。

这份征求意见稿最终以“三字经”的形式

呈现，成了每一位村民耳熟能详的“草根

宪法”。

始终依靠群众，充分发动自治，变

“要我参与”为“主动参与、广泛参与、有

效参与”，余杭区不仅实现了把矛盾化解

在村民家门口，还构建起了共建共治共

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余杭模式。

基层治理像绣花一样细

把矛盾化解在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