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杭州城市大脑下城平台

（以下简称“智慧大脑”）在全市率先发

布。4个月来，“智慧大脑”已成为下城区

社会治理的智能中枢和主要抓手，为下

城区推进全域中央商务区建设，奋力打

造世界名城一流核心城区提供了有力

“智慧保障”。

下城区武林街道地处西湖之滨，商

业繁荣，虽然面积小，却拥有4.5万户籍

人口和1万多流动人口，且70%以上的

居民住宅为开放式无物业老旧小区。为

防范风险，武林派出所以嘉里中心为试

点，推出全市首个商业综合体安防体

系。“我们在广场聚集区建成168根冲撞

柱，还改造了监控系统，建成统一的安全

指挥平台。‘安保星’智慧安防系统上线

后，我们可实时掌握平

台上各成员的有关信

息。”据介绍，嘉里中心

反恐标准化体系样本

已列入《杭州市地方标

准规范》。

“智慧大脑”还全

力助推智慧商圈发

展。今年 4 月，一则

“武林商圈内各大停车

场实行先离场再缴费”

的消息刷爆朋友圈。

这正是停车系统接入

“智慧大脑”后在全市

率先激活的一项功能。以嘉里中心为例

——拥有1300个停车位，每天流转约

10000辆车，如果每个车主节约30秒缴

费时间，一天就能节约5000分钟，车位

周转率也随之提高。

通讯员 陈小亚 涂圣平

“杭州要建设世界名城，下城区就要首

当其冲贡献出一份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坚

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杭州市下城区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林炳达在接受专访时说。

“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红色纽带”工

程让隶属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的党组

织成为联系紧密的区域化党建共同体，共

商区域发展、共同服务群众、共建幸福家

园。林炳达说，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提升了

基层治理的统筹水平、破难水平、服务水平

以及保障水平。

“有这样的小区管家，真的挺暖心的！”

一位长庆街道的居民这样说。林炳达告诉

记者，长庆街道在下城区委、区政府坚强领

导下，仅用13天时间，就建成了街道社会

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了全省首个街道

综合执法大队，构建起“1+3+1”中心城区

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在长庆街道，你

能看到“一窗通办”的审批服务，也能看到

“机器换人”提升为民办事速率。这里用

“一支队伍管执法”推进执法改革，探索建

立“五个一”执法体系——一支队伍管执

法、一张清单管权责、一套机制管长效、一

个平台管联通、一个标准管规范，联合查一

次、执法不扰民。

“通过不断理顺街道运行体制、优化网

格组织体系、放大区域协同效应，让群众有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群众的支持和满意，

就是改革成效的价值所在。”林炳达说，“我

们坚持将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老百姓

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

进什么。”

说到下城区，不得不提到“武林大

妈”。林炳达深有感触地说，“武林大妈”是

新时代“枫桥经验”都市版的生动实践，也

是杭州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体系中

塔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张下城区的“金

名片”，从成立平安志愿者服务中心，到细

化设立社区平安志愿者服务站，再到结合

网格层面设置志愿服务点，加上“和事佬”

协会、三和交流室、老李调解室等老品牌也

不断重构更新，更加熠熠生辉。

“改革的道路漫长艰难，试点改革刚刚

起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的精

神需要传承和弘扬，我们将继续探索、勇于

创新、深入实践，努力为全市加快推进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杭州建设

世界名城贡献下城力量、打造下城样本。”

林炳达说。

小区是城市治理的最末端，好与坏，

直接影响百姓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从垃

圾围城到井然有序，下城区仓桥社区平

安居小区就经历过一场蝶变重生。

2年前，平安居小区的单元楼下，垃

圾堆到1米高，恶臭弥漫。起因是小区居

民不满物业服务，拒不交纳物业费，最终

导致物业公司运营艰难，欠下垃圾清运

费。而本该居中发挥作用的业委会，却

一直缺位。“当时的状况，没人愿接这个

烫山芋。”仓桥社区党委书记赵乃刚坦

言，社区为此伤透了脑筋。

“关键时刻，必须党员带头。”赵乃刚

说，经过社区的物色和上门走访，最终7

位业主获得居民认可并通过

选举成为业委会成员，其中

4 名是党员。业委会成立

后，立即组建起临时党支部，

带领业委会更换物业公司、

优化环境、制订居民公约，一

步步治起了小区乱象。渐渐

地，居民的信任越来越多，小

区的风气也越来越好。

以平安居小区为代表，

近年来，下城区坚持把党建

引领贯穿小区治理全过程，

在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中建立起党组

织90余个。从拆除小区公共车位地锁，

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再到开办社区老

年食堂，这些基层党组织在小区治理和

为民服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去

年，下城区物业类信访投诉量同比下降

43.8%，居民们满意率逐年提升。

基于丰富的实践探索，下城区积极

总结经验，推出了《下城区党建引领小区

治理十法》，对小区治理的难点痛点，给

出可供借鉴的经验做法。在此基础上，

下城区通过完善楼宇、小区、市场等网格

化管理单元，逐渐形成“一网兜起区域大

小事”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并将隶属不

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的党组织联系起

来，成立区域化“党建联盟”。眼下，全区

8个街道“党建联盟”已吸纳成员单位

523家，先后服务企业3100余次，服务社

区居民更是成为了常态。

“杭州之心”争当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排头兵

为杭州建设世界名城
贡献下城力量
访下城区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林炳达

本报记者 潘旭萍 通讯员 陈小亚

杭州市下城区北依京杭古运河，南濒秀美西子湖，素来有“杭州之心”“城市之眼”的美誉。多年来，下城区聚焦

基层基础建设，坚持党建引领，依托智慧大脑，坚持群众路线，构建起系统科学、管理规范、运行有序、简约高效的基

层社会治理“下城样板”。

全国闻名的“武林大妈”、直面基层的“小区治理十法”、智慧高效的全市首个商业综合体安防体系……一块块

“金字招牌”正是下城区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争当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排头兵的最好注脚。

关键时刻，必须党员带头

走好群众路线，过上和美日子

“以前要跑到白石路行政审批中心

去办，现在家门口就能办，方便！”近日，

家住下城区长庆街道柳营花园的李先生

只花了几分钟，就在街道社会治理综合

服务中心完成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自杭州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下

城区积极探索创新，于今年5月率先在长

庆街道成立街道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

心。中心将审批服务事项从93项增加到

132项，并将原先13个办事窗口精简为4

个，实行“无差别全科受理”，大大方便了

群众办事。

除此之外，下城区不断拓展服务范

围、延伸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在辖区所有

街道和2个试点社区开设了10个基层服

务站，为辖区居民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

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

去年，下城区“最多跑一次”群众满

意度高达96%，在杭州15个区县中名列

榜首。

走群众路线，既要一切为了群众，也

要一切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参与社

会治理。在这方面，下城区一样很有发

言权。因为，杭州基层社会治理响当当

的“金名片”——“武林大妈”，正发源于

下城、成长于下城。

2016年，为推进平安下城建设，下城

区发动辖区居民组建平安志愿者队伍，

“武林大妈”应运而生。平安宣传、安全

巡防、民情收集、纠纷调解、文明劝导、邻

里互助……多年发展，这支队伍从最初

18人壮大成一支4.2万人的“大部队”，志

愿服务范围从最初的平安巡防扩展到基

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在下城区的精心培育下，“武林大

妈”还辐射带动了更多群防群治的下城

力量：文晖街道的“和事佬”，广泛吸收

“邻家大伯”帮助老百姓解决急事、难事，

不久前还新增信访咨询代办事项；长庆

街道的“三和交流室”，以“帮助别人，快

乐自己”为口号，化解了无数家长里短、

邻里纠纷，赢得了居民群众的口碑；潮鸣

街道的“老李调解室”，自成立以来接受

法律咨询2579起，调处各类纠纷2292

起，调解成功率98%以上……

下城区还积极整合各方力量参与社

会治理。今年8月，东新街道协同调委

会、物业协会、律师等力量，成立了全省

首家街道物业综合管理工作站。试运行

以来，工作站成功在万家星城小区二期

推开了垃圾分类“志愿、自管、智能”机

制，在水印康庭小区推广了经营性收支

规范化管理等工作。

“智慧大脑”助力精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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