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众管微治”特色品牌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任务基本完成，全国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5%。”在许村镇李家村，村党

总支书记站在村文化礼堂的讲台上，将搜集到的新闻通

过分类，用一口“土话”逐条向在场的村民进行播报。

“把新闻播报会开到村里，把新思想讲进百姓心

里，把矛盾化解在沟通里。”自2018年9月开始，李家村

以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通过创新“李家播报”载体，将

与村民息息相关的时政要闻、政策规定、村情事务等进

行定期播报。这一创新举措，得到中宣部有关领导的

充分肯定。

在探索创新乡村治理长效工作机制上，海宁涌现

出周王庙镇博儒桥村“众管微治”、盐官镇桃园村“每人

一把礼堂钥匙”、许村镇“邻里中心”纠纷调解、海洲街

道海洲社区“1768（一起聊吧）”工作机制等一批特色品

牌。海宁市将这些基层经验做法串点成线，精心培育

村（社区）、企业商圈社会治理2条精品线，把“盆景”打

造成“风景”，推动基层“微治理”形成新风尚。

为擦亮基层治理的特色金名片，海宁结合村社换

届，在全市部署开展首届潮城“‘众管微治’大比武、‘五

无’创建再提升”PK赛活动，集中展示基层“微治理”的

经验做法，通过互学互比互促推动全市整体社会治理

工作提升。

同时，海宁还创新开展以无讼、无访、无案、无骗、无

毒为内容的“五无”村（社区）创建，落实专项经费1600万

元，以“五无创建”促进警源、诉源、访源“三源治理”，激励

和推动各类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快速、高效化解。

持续深化“网格连心、组团服务”

“家里的烦心事、邻里的闹心事、小区的事情都来

这里找‘红管家’帮忙就好。”海洲街道洛洲社区的居民

王阿姨在“楼道会客厅”里笑嘻嘻地说。这个设在楼道

架空层公共区域、由楼道居民自发建立的“楼道会客

厅”，正是海宁发挥“网格连心、组团服务”工作机制作

用的一个载体。

海宁建立“镇（街道）—村（社区）—地理信息大网

格—微网格—党员中心户（楼道单元）”的五级治理体

系，实现“大包围、小网格”，党员示范户、业主委员会、

楼道“红管家”等带动群众一同参与到社区、小区的治

理中来，有效提升群众自治能力。

近日，马桥街道（经编园区）丰收社区出现了一个

新的考核栏，吸引了不少居民的目光。网格名称、辖区

范围、微网格长名字、季度考核结果……考核栏上清楚

地公示着这些内容。

为了推动网格工作落小落细落实，让服务管理更

精准，海宁市委先后制定出台了《深化新时代“网格连

心、组团服务”高水平践行初心使命的若干长效机制》

《关于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城乡基层“微治理”体系的

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微网格”工作机制。

有了管理办法，如何让网格员发挥热情是关键。

海宁制定《专职网格员、微网格长激励保障十项机制》，

积极打通网格员职业通道，在今年村级组织换届工作

中，有多名优秀专职网格员进入村社“两委”班子。

此外，海宁的网格工作正搭上数字化的翅膀，在优

化网格划分的基础上，该市率先在嘉兴全市完成了标

准地址库建设。

创新推出片区基层治理联动平台
海宁的基层治理联动工作站（联勤警务室）已经成

为该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张金名片。这一以“小平

台”撬动“大治理”的创新经验做法，得到了省领导的高

度肯定。

如今，在全面建成 48 个站（室）的基础上，实

现 2.0 升级版，试点推出基层治理联动工作平台

系统，推动线上线下治理一体化，把联动工作站

（室）打造成权责统一、功能集成、扁平一体、便民

高效、执行有力的基层治理战斗实体和社会矛盾

化解的“前哨站”。

“双方签字以后按照协议来履行各自的职责，房子

的事情到此为止。”“老娘舅”蔡长高说。“我同意。”说

完，当事人陈阿姨和褚大伯都在协议上签了字。至此，

这起因合伙买的房屋征迁，又涉及第三方，在赔偿分割

问题上产生的纠纷，在蔡长高的调解下得到圆满解

决。作为一名有着34年基层从警经验的老民警，蔡长

高对解决物业管理、劳资纠纷、家庭矛盾等“疑难杂症”

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像蔡长高这样退休后担任专职人民调解员是工作

站的又一大特色。各站（室）配备从退休政法干警、村

社干部、本地乡贤中选聘的专职人民调解员，实现常

态入驻。

此外，各站（室）均设立“红四联”综合党支部，由社

区民警担任支部书记或站长，凝聚平台人员合力和四

面八方力量。这样不仅能开展联合调解，提高了矛盾

纠纷就地化解率，更发挥了平台“缩小管理半径、缩减

协调环节”的优势，联勤联动联处，就地、快速、高效地

进行解决。同时，注重“一室一品”，融入“爱心联盟”

“潮乡救援”“红太阳”等本地社会组织，接入各类便民

服务，增强平台的服务功能。

原价60元的海宁传奇奢华影城电影票，在“微嘉

园”上凭5个积分，花30元就能到手。这样的好事，在

近日开启的“微嘉园·平安福利购”板块就能实现。而

获得积分的方式也很方便，只要你每日登录、阅读信

息、点赞等就能获取。现已有41个商家率先加盟，包括

电影院、餐饮店、游泳馆、灯彩和皮影手作等。海宁市

委政法委副书记马良介绍，此举依托“小积分”撬动“微

治理”，带动实现扶企助企和惠民利民“双赢”，给全市

32万多“微粉”带来福利。

海宁还将“微嘉园”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结合起来，

刚刚上线的“微嘉园”文明实践板块就是最好的实例。

作为嘉兴市首个“微嘉园”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互融

共通的地区，海宁市将线上线下整体实现资源整合，打

通服务积分、礼遇兑换功能，推出社会治理与志愿服务

的“海宁分”，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全民化、信息化、便捷

化，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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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平台数字“双赋能”助推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报记者 唐佳璐 通讯员 王芳 金靖 周帆

今年以来，海宁市以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为契机，创新推出“一中心四平台一站（室）一网格”（简称“1411”）的社会治理体系总体架构，以完善治

理平台、加强资源整合、优化治理方式、健全工作机制、丰富实践载体为着力点，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方位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提升社会治理效

能。

全力打造矛盾纠纷化解“终点站”
宽敞明亮、功能齐全，这是人们走进海宁市矛

调中心的第一印象。“今年年初，我们启动实施易地

改造提升工程，业务用房面积拓展到 8000 多平方

米，于 10月底完成搬迁。”市矛调中心常务副主任

蒋东正介绍说。

目前，已有17个常驻部门、10个轮驻部门、15个专

调委及社会组织入驻新中心，重点市级部门随叫随驻，

形成了“17+10+15+X”的日常运行模式。

除了物理上的整合，海宁市矛调中心还出台了领

导小组联席会议、市领导接访（值机）制度及信息报送、

协调督办、绩效考核等日常管理制度，完善并落实“即

接即办、教育疏导、会商研判”等七项运行机制，制定

“一窗受理”、业务流程工作规范，实现了各类业务全过

程管理和全链条闭环，达到“化学融合”。

迭代升级后的市矛调中心，今年以来共受理各类

线下业务13192件，诉前调解成功率达到64.83%；共

受理全科网格、12345热线、数字城管等事件信息22万

余件。

“微嘉园”牵手文明实践带来社会治理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