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监管
破解危化品运输难题

2020年11月13日，嘉兴市凯港化工储运有

限公司司机钱某某在高速公路上驾驶公司危化

品运输车行驶时，抽起了香烟。他的这一行为立

刻被车载主动防御系统检测到并发出预警：“请

安全驾驶，不要吸烟！’”钱某某听到警告后随即

熄灭香烟专心驾驶。这是嘉兴港区运用科技手

段对辖区化工企业危化品运输车辆实施动态监

管的一个实例。

近年来，危化品运输车司机因分心驾驶、不

守交规导致的事故频发，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目前，嘉兴港区化工园区的危化品

运输车保有量达681辆，日均流量达1000余辆

次，车辆总数为嘉兴全市最多，危化品运输车辆

监管难度不断加大。

为破解这一难题，有效降低危化品运输车辆

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嘉兴港区按照“政府主

导、警保联动、服务跟进”的工作思路，与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联合建

成了港区车辆驾驶安全服务中心，运用人脸识

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把港区危化品

运输车辆全部纳入统一平台动态监管，并把数据

实时共享给交警、城管、运管等职能部门，从而实

现了全流程精准化动态监管，并逐步向其他重点

车辆延伸。

在嘉兴港区车辆驾驶安全监管服务中心，记

者看到每一辆危化品运输车上都安装了车载多

媒体终端，只要驾驶员存在闭眼、打电话、打哈

欠、注意力分散、脱离监控、抽烟等情况，监管后

台就会自动发出语音警告。车辆驾驶安全服务

中心负责人林春介绍说，这些终端全天候运转，

利用图像传感器采集驾驶员的面部信息，再利用

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进行图像处理和分析；车载

终端还集成了防碰撞设备，会自动对车距、车道

等要素进行分析，提前2.7秒发出碰撞预警，从而

大幅度降低碰撞事故发生的概率。

车辆驾驶安全服务中心对每台终端采集的

车辆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形成企业、车辆、驾驶人

这3张风险运行报表，并向交管、综合行政执法等

管理部门推送，可作为部门落实对企业监管职能

的重要依据。此外，这些数据也会为保险公司分

析客户风险、调整下一年度保费提供数据支撑，

帮助保险公司和运输企业实现双赢。

嘉兴港区车辆驾驶安全监管服务中心运行

以来，中心工作人员已上门对运输企业开展督导

40余次，发放整改通知单60余份，处理违法驾驶

人260余人。今年4月，中心日均接收报警数为

15.92起，到11份已下降到日均6.54起，降幅达

59%。

今年以来，港区重点车辆事故发生率较往年

同期下降10%。目前，嘉兴港区正探索建立港区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交通安全10项机制，着力

加强源头管控、科技管控、全时管控，全面遏制危

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实现危化品车

辆道路运输环境的持续优化和涉及危化品运输

车辆道路交通事故伤亡占比数据的稳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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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至今年上半年，浙江信汇新材料有限

公司在RTO排气口和重点物料输送泵上先后安装了

先进的24小时在线监测设备。这些设备能够对企业

处理后排出的废气浓度进行实时监测，还能及时发现

机泵的异常振动，避免事故发生。该公司一位技术人

员告诉记者，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后，厂里排出的非甲烷

总烃浓度稳定保持在每平方米20毫克（标准为每平方

米120毫克）以下。同时，在线监测设备还为环保部门

对超标排放企业提出整改意见和作出处罚提供了

依据。

化工产业是嘉兴港区的一大特色产业，目前在港

区化工园区落户的化工企业有40多家。这些企业在为

当地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潜藏着安全事故和

环境污染隐患。对此，港区将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

局、消防救援大队、园区管理办全部搬迁至化工产业园

区附近，确保快速反应、就近服务。同时，化工园区实

现智能化封闭管理，建成智慧环保一期、二期环境管

理、监测预警等系统集成项目，建立危化品全生命周期

监管服务平台，并与智慧公安、智慧环保、智慧城管、智

慧城管4个平台联通，依托“互联网+”，实现安全水平

的智慧提升。

同时，港区进一步推进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与智

能工厂（数字工厂）建设两大体系有机融合，加快由分

散向集约转变，逐步实现统筹管理、智能管理。目前，

港区化工企业已有636台关键设备、1086个关键点位

实现动态监测，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

位，园区安全风险进一步降低。

数字赋能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屏障

嘉兴港区：

以群众满意为目标探索区域社会治理新路径
本报记者 赵妍

近年来，嘉兴港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防范化解影响安全稳定的突出风险为重点，在扎实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中创新治理模式，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

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小支点撬动区域治理大格局

今年5月，嘉兴港区南湾花苑小区某幢的居民陈某向正在巡

逻的红袖标巡逻队成员陈阿姨反映，近来她家楼下每天都会传来

机器轰鸣声，致使他们一家人都无法休息，她多次跟楼下住户交

涉也没有效果。

接到投诉后，陈阿姨马上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原来，陈某楼

下住户一周前接了一单服装加工生意，为了抢工期就把一台工业

缝纫机搬到家里缝制服装。机器的噪声不仅吵到了陈某家人，也

影响到了这幢楼里的许多住户。

随后的几天里，在社区干部、司法所、律师、网格员等多方调

解下，双方当事人终于签订了调解协议，被投诉方同意将缝纫机

搬到底层车库里。

嘉兴港区乍浦镇南湾社区有5个新小区和1个老小区，是较

为典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区域。社区以“三邻”行动为抓手，聚焦

邻里和睦、邻里网络、邻里文化，构建起社区治理新格局。

社区突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形成“社区党委-社区网格-楼

道支部-党员楼道长”的“四级”管理模式，发挥党组织穿针引线的

功能，结合“七色彩虹”志愿者联合组建服务团队，开展楼道志愿活

动，实现楼道事情“一起干”、邻里矛盾“大家判”、居民困难“有人

管”。同时社区建立了“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每季度

召开民情恳谈会，一旦发现矛盾纠纷，社区联居领导、部门单位、物

业公司、党员居民等就共同参与，一起把矛盾化解在网格内。

南湾社区的治理模式是嘉兴港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今年初，嘉兴港区成立了以党工委书记为组长的区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嘉兴港区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实施方案》。同时，港区在2020年总体工作部署中，明确将

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全面落实首位战略的重要内容中，

将相关工作内容融入到《嘉兴港区（嘉兴综合保税区）关于落实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首位战略加快建设“三港一城”行动计划》和《嘉

兴港区关于全面落实首位战略加快建设“三港一城”为建设“五彩

嘉兴”打造最精彩板块当先锋打头阵2020-2025行动计划》中。

充分发挥“区镇合一”的独特优势，将社会治理主要任务项目

化、清单化、责任化分解到各部门（单位）。制定嘉兴港区党工委、

管委会2020年度“五大一强、全面落实年”重点担当项目月度计

划实施表，把社会治理和大平安建设作为年度重点工作进行推

进。党工委每月定期召开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例会，专

题听取社会治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信访维稳等重点工作汇

报，对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研讨，全

力推动问题解决。

为不折不扣落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方位推进港区社会

治理现代化各项工作，港区将安全和稳定作为治理核心，在区矛

调中心的基础上新建乍浦镇矛调中心，并对矛盾纠纷进行分流。

镇一级矛调中心负责村（社区）普通的矛盾纠纷，区矛调中心主要

负责劳资纠纷、房地产领域纠纷，确保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全科网格，将

全区划分为72个网格、1319个微网格，构建了“区-镇-村（社

区）-网格-党支部-微网格-户”的多级服务体系。同时结合“微

嘉园”平台将警调、民调、司法调

解、信访代办、心理服务等全部纳

入全科网格报事、协调、办结闭

环，推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目

前港区微嘉园注册数36090人，

一户一人注册率196%，审核及时

率99.19，报事数13026件，累计

办结率99.14%，注册率、审核及

时率、事件累计办结率均列全市

第一。

5月9日晚，港区公安分局乍浦派出所接到辖区某

小区居民报警，称楼上有住户将排泄物抛到了他家的

阳台上。乍浦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刻和在所里值班的

社区治保主任程悦斌、网格员张春兴一起赶到事发现

场。经了解，抛掷排泄物的这户人家有一位老人患有

老年痴呆症，曾多次向楼下抛洒排泄物，引起楼下住户

强烈不满，小区物业多次调解也都没有结果。

为避免矛盾升级，乍浦镇司法所、乍浦派出所、镇

拆迁办和社区干部立即组成调解团队，组织双方当事

人进行调解。通过耐心说服，双方当场签署了调解协

议，一场有可能造成矛盾升级的纠纷被及时化解。

“治保110”是嘉兴港区的一项创新之举。民警处

置纠纷类警情时，由村（社区）治保主任、专职网格员和

驻村（社区）律师一并随同，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矛盾

纠纷现场协同调处新模式，确保矛盾纠纷能在第一时

间得到有效化解。

今年4月13日，港区物美商场11家商户在一天内

先后被盗，虽然每户损失数额不大，但涉及面广，影响

较大。乍浦派出所接警后，民警立刻赶赴现场勘查，很

快锁定了4名女性嫌疑人。4月29日，乍浦派出所会同

刑事犯罪侦查中心、治安管理大队分别赶赴上海浦东

新区和嘉兴平湖等地，成功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并追回

全部赃款。

港区分局乍浦派出所教导员钟晓告诉记者，群众

的事情无小事，一些看似小案子却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老百姓现在对我们期望很高，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有

些群众报警反映的事情可能连治安案件都够不上，但

我们还是要尽力去处理”。

为深化“息诉罢讼”诉源治理和警源、诉源、访源

“三源”治理，港区结合本区实际将每月第三个星期的

星期三设立为港区平安日，每次确定2-3个宣传主题，

全方位、全覆盖强化宣传，提升群众的平安知晓率、参

与率和满意度。港区还组建区、镇两级“法在身边”巡

回宣讲团，针对当下P2P理财、防电信诈骗及劳资纠纷

等突出问题，深入村（社区）开展菜单式巡回法治宣讲。

与此同时，嘉兴港区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为抓手，集成行政、司法、信访等资源，实现了港区劳

动仲裁委员会、劳动监察大队、公安信访窗口、政法委

（信访办）整体常驻，乍浦镇、建设交通局、生态环境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社发局、综合执法分局、滨海集

团公司、市场监管分局等8部门轮驻，变“分散式”服务

为“集约式”服务，构建起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功能合一多元调解体系。截至目前，港区矛调中心

共受理矛盾纠纷案件446件，接待群众766人次，调处

化解矛盾纠纷424件，化解率达95.06%（其中劳动仲裁

立案49件，已处理46件，案外调解29件；劳动监察大队

调处 243 件，化解 231 件；公安受理 125 件，化解 118

件）。另外，信访登记受理51件已全部办结。

此外，港区还建立网格化“民情收集站”，畅通民情

诉求渠道，实行民情大事“四必到、五必访”制度，收集

民情社意，化解矛盾纠纷。

截至2020年11月底，嘉兴港区刑事警情、治安警

情同比分别下降22.04%和14.73%，连续3年没有命案

发生。

除了对化工园区实行智能化管理外，嘉兴港区还

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群众参与到

对企业的监督中来。

2020年11月17日，嘉兴港区“民间闻臭师”陈丽

华、叶玉珍等4名成员在港区黄山村附近巡逻。当行至

南河塘至陈山路口时，陈丽华发现一座建筑物后有一

根塑料管接出，管中流出的污水直通向河里。于是陈

李华等人马上拍照取证，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及图

片上传到“民间闻臭师”微信群里。在有关部门的监督

下，这一排污口很快被封闭。

“民间闻臭师”队伍是嘉兴港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后于2019年3月25日组建。这支队伍由嗅辨师、职工

代表、居民代表等共275名成员组成，每周由4至5名

成员到化工园区开展“闻臭”活动。他们对被监测企业

进行打分，得分低于85分的企业将由环保部门发出限

期整改通知书，若整改不力还将被进一步处罚。

今年6月，位于乍浦镇的中国化工新材料园区顺利

通过国家三部委验收，成为全国首批“绿色化工园区”，

也是全国唯一一个通过验收的省级化工园区。

“治保110”把矛盾
消除在萌芽状态

“民间闻臭师”让污染无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