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加强社会治理

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

体制，提高社会治理“四化”水平。新时

代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杭州

特点的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孕

育而生。

2019年2月22日，杭州市委召开政法

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江勇强

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勇于担当作为，锐意改革

创新，全力打造“全国平安建设示范城市”

和“社会治理标杆城市”。市委市政府随即

出台《关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

见》等“1+5”系列文件，明确了市域社会治

理“六和塔”工作体系建设标准，首次提出

“三级三层六和六能”组织架构和“党建领

和、社会协和、专业维和、智慧促和、法治守

和、文化育和”治理体系。

“‘塔’是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有积跬

步致千里之意。杭州市域社会治理‘六和

塔’工作体系源起于‘枫桥经验’，发展于

‘后峰会、前亚运’时期，深蕴着杭州特色。

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六和工程’，建设市域

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既是我市社

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既定目标、必然选择、

长远之策，更是全面打造‘全国市域社会治

理标杆城市’和‘平安中国示范城市’的重

要抓手。”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

仲灿表示。

本报记者 李洁 通讯员 王雅

潮起潮落，岁月斗转更迭。

千百年来，钱塘江畔矗立着一座古塔，名为六和。

建塔之初，旨在镇潮引航保平安，寓意“安定祥和”。而今，“六和塔”已成

为杭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工作品牌。

时代背景 杭州设计

2018年10月，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

一新在浙江调研加快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政治、

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作用。这是

新时代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

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时代命题。

面对新时代新命题，杭州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干在实处勇破

题，不断完善“三位一体”治理构架、健全八

大工作机制，坚持“五治”融合与“四化”联

动，将全面构建与实施杭州市域社会治理

“六和塔”工作体系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切入点和突破口，深入推进“六和工程”，提

升“六大能力”，破解“六大问题”。

当前，杭州“六和工程”在全域范围内

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大胆创新，不

断为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增色

添彩。

（下转7版）

时代命题 杭州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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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纪念

9月3日，岱山县长涂派出所民警联合某海军官兵，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

日活动。民警与海军官兵一起参观了辖区倭井潭社区纪念馆，在抗倭寇碑前宣誓，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4周年。 通讯员 邹训永 张志龙 摄

平安六和 善治杭州
杭州构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六和塔”工作体系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谊

想落户却没时间回老家办理？到车管

所补办驾照却忘带材料？……今后，这些

问题将不再是问题！9月3日上午，浙江省

政府新闻办联合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

会，正式宣布“公安专区”在“浙里办”APP

上线运行。

这是为浙江人打造的全天候“掌上派

出所”，集合户籍、出入境、车驾管、监管、网

安等高频事项，5大类144项公安政务服

务实现“一证通办”，群众凭一张有效身份

证件即可办理。其中73项可以“零跑腿”，

群众通过手机、电脑就能全流程办结；71

项“跑一次”，群众在手机、电脑上完成申

请，再到现场完成核验、确认，就能办好。

“零材料”

“浙里办”（浙江政务服务网），是浙江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

转型的总门户，是打造“掌上办事之省”的

重要互联网平台。浙江省公安厅为此依

托浙里办，打造了24小时都在线的“公安

专区”。

针对群众反映办事材料多、证明多等

问题，明确凡是可通过政府部门数据共享

获取的材料，一律不再由群众自行提供；凡

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取消。

经梳理，精简材料41.6%，证明事项由171

项减至15项，精简证明91.23%。

过去，群众一家三口办理合法稳定住

所落户业务，至少需要提供7份材料，现在

实行“一站式”迁移、电子材料共享，实现了

“零材料”，该项业务全省年办件量30万

件，全年可少提交材料210万份。

类似比如往来港澳再次签注、机动车

驾驶证期满换领等45个民生事项，全部通

过数据共享实现“零材料”。

（下转2版）

“公安专区”上线“浙里办”
144项公安服务实现“一证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