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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时空运行 全警种参与 全方位支撑

瓯海公安：“情指行一体化”
助推警务工作提质增效

| 5版 |

桐乡：

智慧司法全域覆盖
促推法治建设驶入“快车道”

| 7版 |

秋茶采收忙

10月14日，淳安县枫

树岭镇楼底村400多亩有

机茶园开始机械化秋季采

收生产。

近年来，枫树岭镇充分

利用自然生态优势，从茶园

建设、茶叶生产、品牌创建，

到茶艺展示、茶匠培养、茶

文化传播等，全力推进“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

通讯员 王建才 杨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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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谊

本报讯 “没想到我能成为享受政策红利的第一人，

很开心！”10月14日早上10点40分，在上海徐汇漕河泾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原籍浙江湖州的王

女士只等待了十几分钟，就办理好了户口迁移落户上海的

手续，同时还办理了上海身份证。这意味着，在长三角区

域警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浙江和上海已经实现了跨省市

户口网上迁移！

据了解，今年以来，浙江省牵头负责长三角跨省户口

网上迁移试点工作，6月13日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化领导

小组会议上，四地公安厅（局）联合签署了“长三角区域跨

省户口网上迁移工作协议”，依托公安部户口迁移证件核

查平台实现跨省户口网上迁移。

当时，户口相互迁移量较高的浙皖两省，选取了杭

州、温州、湖州与合肥、滁州、安庆率先开展试点。当天，

原籍安徽安庆、现籍浙江湖州的汪雨天，作为会议“特邀

嘉宾”，从浙江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手中领到了长三角

首本跨省网上迁移的居民户口簿，这也是全国首本跨省

网上迁移的居民户口簿。截至目前，试点地已成功办理

922笔。

10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会同浙江省公安厅正式共

同推出浙沪“跨省市户口网上迁移”便民措施，积极推动跨

省市户口迁移“一站式”办理，着力打造长三角区域“互联

网+户政服务”线上办理新模式。这是以数据共享为核心

的“全自动”的业务办理模式，依托长三角户口准迁、迁移

信息流转平台，完成信息核验和传递，操作体验更加便捷、

信息安全更有保障、业务办理更有效率。

据介绍，此项便民措施适用于浙沪两地户籍居民的配

偶投靠、子女投靠、老人投靠三类户口迁移事项。申请落

户的浙沪户籍居民，在向迁入地有户籍业务的公安派出所

提出落户申请时，可选择户口网上迁移服务。在落户申请

获审批同意后，浙沪两地公安机关将通过信息化手段，在

2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迁入、迁出信息进行网上互认比

对。对核验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将通

知其直接办理落户手续，从而使申请人不必在迁入、迁出

地间来回奔波，实现浙沪两地“户口迁移网上办，落户一地

能办成”。

跨省市户口网上迁移便民措施打通了浙沪两地公

安机关数据汇聚链路，全域全量开放公安大数据资源，

借助公安部系统支撑，以网上户口核验取代纸质户口迁

移证件，以公安机关内部信息流转代替办事群众两地奔

波，构建了更为便捷、高效的跨省市户政服务新体系。

目前申请办理跨浙沪户口迁移时，可根据本人实际情况

自愿选择跨浙沪户口网上迁移。大专院校学生入学和毕业

时的户口迁移，退役军人、随

军家属、回国定居华侨以及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

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

等落户，按照原有规定执行。

浙沪两地实现跨省市户口网上迁移

本报记者 李洁 王志浩

本报讯 绍兴市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朱晨的工

作联系点。10月14日，他来到新昌县和嵊州市，实地督查

指导绍兴市县级矛调中心建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

要求，聚焦“不断提升解决问题能力”，坚持问题导向，精准

靶向发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动中心建设在化解

矛盾、服务群众、推进治理上发挥实质性作用，努力交出平

安高分报表，为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增光添彩。

新昌县镜岭镇探索建立“1+3+N”治理模式（即：1个

矛调中心，调处化解、研判指挥、事件处置3大功能，N种

工作机制），有效实现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基

层。朱晨对此表示肯定，希望绍兴市继续坚持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及时总结推广镜岭做法，持续推进工作重心

和力量下沉，做强“基层治理四平台”，力争把90%以上的

矛盾纠纷化解在乡镇以下。

“县级矛调中心大厅设置几个窗口比较合理？”在新昌

县矛调中心，朱晨详细了解窗口日常工作开展情况后，就

窗口设置问题与工作人员探讨交流。他指出，因地制宜、

不搞“一刀切”是县级矛调中心建设的根本原则，窗口设置

要坚持方便群众，充分遵循矛盾纠纷化解和社会治理工作

规律，切实做到科学灵活设置、防止过于机械。

朱晨随后来到嵊州市矛调中心，深入了解中心场地设

置、资源整合、机制融合及作用发挥等情况。他对该中心整

合多部门力量，倾力打造集应急指挥、公共服务、信息研判为

一体的综合指挥管理平台的做法表示赞许，强调要牢牢把握

矛调中心“三大平台”功能定位，统筹推进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社会治理事件处置、社会风险研判“三大平台”建设，更好

地实现扁平指挥、发挥集成优势，提升中心建设综合效能。

朱晨还在嵊州市三界镇矛调中心详细询问社会组织

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情况。他表示，要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和

政策支持力度，把各行各业充分调动起来，探索创新社会

组织参与调解工作新模式，打造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新的增

长点。

朱晨强调，中心建设“终点站”作用发挥好不好，关键

要坚持结果导向，最终看县级以下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就

地化解率是否提升？群众求决类信访是否得到有效解

决？人民群众满意率是否提升？要始终坚持“方向坚定不

移、方法因地制宜”，积极探索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工作

机制和方法路径，真正把县级矛调中心打造成富有成效、

各具特色的矛盾纠纷化解“终点站”。要进一步坚持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中心建设为牵引，构建完善“一中心

四平台一网格”上下贯通、左右协调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以

点带面、纲举目张，推动社会治理效能整体提升，切实为忠

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增光添彩。

叶新陪同。

朱晨在绍兴调研指导时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精准靶向发力
努力推动县级矛调中心成为建设“重要窗口”的标志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