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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街道白莲岙社区居委会的“零上访”记录已

经保持了23年，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包伟成认

为，这与居委会有效制定并执行综合治理工作中的

例会制度、报告制度、调处制度、值班制度等分不开。

据了解，该居委会每月召开工作例会，研究分析

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网格民情和治安形势，

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部署工作任务。同时，

每月还将治安状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创建工

作以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不稳定因素等及时

上报。此外，居委会每月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

动，对难以调处的矛盾纠纷，及时对接街道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中心。

发动和依靠群众 夯实“平安越城”基础
绍兴市越城区“枫桥式”村（社区）掠影

本报记者 徐晓 通讯员 胡剑荣

不久前举行的全省建设平安浙江工作会

议上，绍兴市越城区连续十五年被省委省政

府命名为平安县（市、区），获得首批平安考核

一星平安金鼎。15年来，越城区不断创新和

发展“枫桥经验”，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

下移，开展“枫桥式”村（社区）创建活动，使

“平安越城”的基础更加稳固。

据了解，以“无邪、无访、无案、无诉、无

毒”为主要内容的“枫桥式”村（社区）创建活

动开展一年来，越城区的平安建设又结下累

累硕果，各村（社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

解机制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更加健全，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社区安全有“探照灯”

稽山街道美东社区下辖的六个

小区全是老旧小区，大部分小区连物

业都没有，但社区居民却普遍觉得安

全感和幸福感很强，这得益于近年来

社区坚持抓实网格管理，携手居民织

牢织密防控网，共同筑牢小区管理的

“铜墙铁壁”。该社区在各小区纷纷

设立楼道长、网络楼长，建立微信群，

人人都进网入格成为网格员。

“虽然我们社区没有物业，但网

格员们好似‘探照灯’，住在这里感觉

特别安全。”老居民张师傅有感而

发。为何居民有这样的点赞？以马

山镇车家弄村、迪荡街道剡溪社区为

例，两地的网格员都非常给力，主动

承担治安巡逻、消防安全普及、扶贫

帮困、邻里矛盾纠纷调解等多方面便

民服务工作，一发现隐患问题就及时

上报，好似村（社区）的“探照灯”。

“网格员们一方面积极宣传政策

法规，一方面反映群众的诉求，成为

社区的‘传话筒’；而一旦发现矛盾纠

纷，他们又及时化解，当好社区的‘和

事佬’。”剡溪社区党总支书记郑瑶

说，这样的网格员队伍，的确值得

点赞。

以党员娄素华带头的“好大姐”婚姻家庭调解队在

美东社区有很大知名度，她们已成功调解矛盾纠纷几

十起。

前不久，娄素华看到一名80多岁的老太太两眼红

红、心事重重，便主动了解情况。老太太说，老伴过世

后，三个儿子因为分房产一事闹起了矛盾，她为此很苦

恼。娄素华迅速叫上“好大姐”调解队的成员，召集老太

太他们全家举行家庭会议，“好大姐”们向老太太及其儿

子们释理说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二儿子放弃

了多分房产的想法，三个儿子一致表示以后会好好照顾

老太太。调解成功后，老太太逢人就夸“好大姐”果

然好！

这样出色的网格员不仅美东社区有，北海街道西湖

社区、塔山街道罗门西村的调解员也毫不逊色。“调解员

是邻里矛盾的‘消防员’、便民服务的‘贴心人’、平安社

区的‘守门人’。”当地许多居民说起调解员，个个夸赞

不已。

人员齐备加“科技”

“有了‘人防’，我们还有‘技防’，人防结合技防

全时空守护小区平安。”北海街道西湖社区党支部

书记姜育红说起小区的安防建设十分自信，他们社

区不仅很好地将一批空闲在家的老年村民组建成

邻里守望巡逻志愿队，同时注重科技在安防中的

作用。

她介绍说，社区依托立体式守望网络，确保每

个守望点在发生异常情况时能快速处理，让不法分

子无处可躲。分布在小区主要出入口和小区要道

的监控探头及6个车辆进出系统道闸，则实实在在

地承担起技防重任，借助科技的力量，社区原先小

偷小摸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了。

和西湖社区一样，许多村和社区都争相探索利

用制度和科技创新，助力辖区平安建设。美东社区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化优势，建立起涵盖几千户的10

多个微信群，运用微信视频、拨打电话、发送信息等

方式，夯实平安建设基础。网络的力量也在社区战

“疫”中得到充分显现。依靠网络，美东社区每日精

准排查，及时宣传防控知识和防控措施，了解居民

群众的思想动态，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相

应措施。

长久平安要“机制”

邻里矛盾有“消防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