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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袭，
“六和”驻守平安

翻开杭州战“疫”日记，杭州政法

系统勇当排头兵，在全省启动重大公

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当天，便周

密部署行动，奋力冲锋在前，以实际行

动证明不打无准备之仗。

坚持全市统筹。1月26日，杭州市

完善组织架构，成立由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张仲灿作总牵头人的疫情防

控社会面管控专班，组建“一办八组”统

筹全市政法系统有力有效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出台实施方案，常态化到各地

开展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督导工作。

坚持系统推进。系统推进“六和

工程”在疫情防控及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治理作用，制定下发紧急通知，市、

区县、乡镇三级744名基层治理综合

信息指挥力量与各地疫情防控指挥部

合成作战，3.3万余名专、兼职网格员

奔赴一线落实群防群控。

坚持数字赋能。成立大数据研判

处置小组，上线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

系统，积极发挥“镇街小脑”、“社区微

脑”、基层治理“四平台”、“雪亮工程”、

智安小区、统一地址库等作用；在全国

率先研发推广健康码，着力推进“城市

大脑”基层社会治理应用和政法智能

化建设，闯出了一条特大城市抗击疫

情精密智控的新路子。

坚持群防群治。落实严管严控，

出台管牢“小门”、守住“大门”的通知；

萧山机场累计核查41万余人，铁路客

运累计核查28万余人；发动“武林大

妈”等平安志愿者力量，以及全市专、

兼职网格员，筑起疫情防控基础排摸、

居家管控的人民防线。

坚持规范执法。全市公安系统出

台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十项举措；法检

系统打好“组合拳”，出台多项举措保

障疫情防控期间当事人诉讼权利，延

伸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应用；

司法行政系统出台为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优质服务保障的实施意见，编撰《企

业复工复产相关政策、法律问题解答》

等，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坚持德法并重。坚持每天两次会

商研判，对涉众、涉企、涉药等11个方

面的涉稳问题做到早分析、早研判、早

部署；做好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观察

人员的服务保障、关心关爱等工作。

六个坚持显现出的治理效能，正是

源于杭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六和

塔”工作体系“市级统筹主导、区县组织

实施、乡村执行到位”的制度优势。

2018年以来，杭州率先在全国探

索推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构建

了“党建领和、政府主和、社会协和、智

慧促和、法治守和、文化育和”的“六和

塔”工作体系，按照清单式、项目化的方

式，全域推进“六和工程”。经过一年多

的探索实践，逐步构建了“三层六面”的

治理体系以及涵盖市、县（区、市）、镇

（街）、村（社）、网格五级社会治理架构。

“面对疫情防控这场大考，这些机

制及实践经验，为我们快速有效构建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格局，奠定了扎实

基础。”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实践证明，‘六和塔’工作体系是新形

势下杭州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

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载体。”

精密智控，
数字赋能社会治理

智网恢恢，疏而不漏。“六和塔”工

作体系的核心之一就是智能化。

出门买菜、上班工作，亮下绿码，

畅行无阻……诞生于杭州的健康码，

是杭州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的实践之

一。

萧山区宁围街道美哉社区的居民

进出小区时，只要在防疫点对着镜头

扫一扫人脸，系统就能自动联网验证

居民健康码。防疫工作开展以来，宁

围街道大力推进以“人码合一”验证通

行为主要内容的“宁聚蓝—智社区”建

设，加快打造智慧小区“2.0”升级版，

不仅方便居民生活、缓解早晚高峰拥

堵现象，还能摸排出重点地区人员。

注重发挥“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

社会治理机制优势，也是杭州数字赋

能社会治理的实践之一。

被誉为“中国服装第一街”的江干

区四季青特色街区，复工复产初期日

均流动人口达5万。为缓解管理压力，

采荷街道坚持边问诊、边防控，做到24

家市场“一市场一方案”，仅用3天就与

所有企业做好对接工作，并建立生活需

求、企业类目和复产要件清单。

采荷街道还依托街区综合治理中

心数据平台，研发流动人口大数据智

控软件，通过“大数据+网格化”，实时

监控街区和24家市场客流，当人流超

限时，软件就发出预警。此举将被动

处置变成主动干预，实现小封闭巡查

与大数据管理精准到点。

“通过综合信息指挥平台，各类数

字在线上流转互通、运算评估，基层网

格员在线下充分发挥‘底数清、人头

熟、信息灵、指令通’的优势，反应速度

和处置效率变得更快，实现了‘指哪打

哪’、精密智控。”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江

成器介绍。

此次疫情防控中，基层网格员在

属地治理、基础排摸、居家管控中发挥

了巨大作用。他们“扛得住疫情，辟得

了谣言”，奔走在楼道、卡口与物业之

间，以24小时轮番上阵和破万的服务

步数，架起党群间信任的桥梁。

截至3月22日，杭州累计参与防

控疫情群防群治队员670余万人次，

开展排查走访1200余万户次、2800

余万人次，排查化解相关矛盾纠纷涉

稳信息数4万余个。

展望未来，
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

“下一步，杭州市将按照大城市治

理现代化、‘六和塔’工作体系实战应

用和数字时代智控治理的要求，认真

总结完善行之有效的健康码管理、企

业复工平台、政商‘亲清在线’等数字

赋能举措，不断深化‘城市大脑’建设，

全面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数字技术与政法工作深度融合，有效

发挥智能治理手段，在加快打造全国

数字治理第一城中，不断彰显政法作

为、提升政法绩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

仲灿表示。

疫情锤炼下，杭州市市域社会治

理能量进一步爆发，在理论研究、体系

构建、实体推进等方面不断突破，发挥

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当前，疫情带来

的挑战仍在继续，而平安杭州建设正

以越来越坚定的脚步，在争当推进市

域治理现代化先发城市的道路上，勇

当先行者、示范者、引领者。

富阳区春江街道“微治理”问需于民恳谈会

萧山萧山““宁聚蓝宁聚蓝””助力智慧治理再升级助力智慧治理再升级

拱墅区祥符街道秀水社区综治干部为

居民测量体温、查看健康码

下城区“武林大妈”筑牢疫情防控墙

杭州市：

提升“六和”经验 强化数字赋能城市治理
本报记者 李洁 通讯员 柴晔晔

今年春节，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着平安建设与市域社会治理，作为省会城市的杭州如何应战？“市级统

筹、联防联控、德法并重、数字赋能、精准精细”便是杭州解法。

充分运用平安建设16年累积的丰硕成果，杭州政法系统有效助力全市疫情防控化危为机，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六和塔”工作体系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线作战”中得到了实战检验，在全省乃至全国打

响了品牌，提供了鲜活的杭州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