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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网点查安全

“双十一”临近，快递行业迎来配

送高峰。临海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会

同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多家快

递网点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人员、场

所、货物安全。

通讯员 叶明銮 摄

通讯员 市闻

本报讯 11月2日，省市场监管局召开全省平台企业

行政指导会，就“双11”规范经营方面要求平台企业做到

“五加强、十不得”。全省300家平台企业到会。

“五加强”包括加强规则公示、加强商品品控、加强价

格监督、加强平台治理以及加强售后保障。平台企业应清

晰明了向消费者公示网络集中促销活动的期限、方式和规

则，规范订（定）金、优惠券的使用方法；引导网店经营者自

觉抵制侵权假冒商品，杜绝各类违法行为，规范经营行为；

督促商家认真履行明码标价义务，规范降价、打折、返券、

赠送等促销行为，保证促销宣传页面、标价页面、结算页面

价格一致；严格遵守“七日无理由退货”等法律规定，加强

消费者权益保护；突出问题导向，围绕订单饱和、物流配送

等多发易发问题，制定完善应急预案，防止发生集中投诉，

杜绝群体性纠纷发生。

“十不得”除了不得实施“二选一”，不得实施大数

据杀熟，不得进行刷单炒信，不得进行价格欺诈，采用

虚构原价、虚假折扣、先降价后涨价等方式误导消费，

以及不得设置霸王条款，以定金不退、保留最终解释权

等不公平格式条款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等，还专

门提出不得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背合法正当必要

原则，违法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未经同意擅自发

送推销广告。

优秀网格员获特殊津贴

本报记者 唐佳璐 通讯员 宋浔燕

本报讯 近日，宁波市鄞州区的2位优秀网格员

获得了区级特殊津贴，分别是潘火街道潘火社区网格

长朱莹、白鹤街道丹顶鹤社区网格长王振华。

“我刚刚用这份津贴给我们社区的一位孤寡老人

订了一份全年爱心餐。”朱莹笑盈盈地说。正是凭借

着这份热心和爱心，她赢得了众人的喜爱与信赖。她

不仅调解了多起小区疑难复杂纠纷，创建的“四勤”法

还被全区推广。“我的工作，主要靠住户支持。有这么

强的后盾，我特别自豪。”朱莹说，她走访网格时，挖掘

其中的“能人”，发动他们一起协助自己工作，“有些甚

至是纠纷里的当事人，纠纷调解妥了，他们都主动加

入志愿者队伍。”

而王振华的秘诀，则是一本网格居民登记本。王

振华所在的网格人口流动性较大、老龄人口较多，为

了更好地服务大家，他特意制作了一本网格居民登记

本，上面仔细填写了每位住户的基本情况，连一些琐

事也都细细记录下来。“毕竟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得

详细一点，也便于今后的工作。而且，如果我有事不

在，同事们只要翻看这本登记本，就能了解相关情况

了。”王振华说。

对于“特殊津贴”这项荣誉，两位获得者都说，这

是鼓励，更是动力，“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所能，更好地

服务网格居民”。

据悉，2018年，鄞州区推出优秀网格长（员）和网

格之星评选活动。对于连续三年获得优秀网格长

（员）称号的，给予区政府津贴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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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记者走基层
杭州争当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标杆城市

“双11”前，我省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强调“不得二选一”

杭州高新区（滨江）是全国首批、浙

江首家国家高新区，是浙江省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区核心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也是 2022 年亚运会主场馆所在

地。高新区（滨江）有这么三个特点：一

是“高”，73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有8万

多家市场主体，其中有 1550 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和 62 家上市企业；二是

“新”，1990年成立高新区，1996年设立

滨江行政区，2002年两区合并，建区时

间并不长；三是“青”，35岁以下的青年

人口占比达到了61%，是一个青年人居

多的城区。

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治

理。近年来，我们认真践行习近平法治

思想，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途

径，建设了全国首个全门类的知识产权

综合服务中心，实现执法、司法、普法全

链条知识产权保护；成立了全国首个企

业刑事合规促进会，为打击涉企犯罪、

指导企业防范风险等提供了支撑；成立

了全省首家银行业保险业人民调解工

作室和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室等，切实把

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

我们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活跃、高新

技术企业云集的区域优势，数字赋能社

会治理取得了可喜成绩。2020 年，我

们在市委政法委的指导下，联合杭州市

中级法院开发了“一码解纠纷”，有效破

解了“案多人少”难题；创新研发了“平

安工地一码通”，为全区在建工地以及

3 万余名务工人员提供一体化的服务

管理；开发了“连心码”，为学生、职工、

群众、医护人员等提供智能化社会心理

服务。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直接关系民生

福祉，我们要继续结合本区实际，创造

性地落实各项任务，在服务创新创业，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上再作努力。

杭州高新区（滨江）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玮：

以高水平的治理
推动高质量的发展

杭州高新区（滨江）：

数治绘就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江南 通讯员 王诗婷

从之江大地点燃的第一把“高新之火”，到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科技新城，杭州高新区

（滨江）高质量发展31年，在这片创新创业热土上，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充分融合，人民向

往的美好生活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高新区（滨江）综合信息指挥中心内，铺满整面墙的电子大屏上，海量数据正源源不断

归集。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应用，该区做强社会治理“指挥大脑”，做优“一中心四平台一网

格”，建立起全覆盖智能化的指挥体系。

前不久，高清探头自动扫到了滨盛路上有马路破损情况，智能系统第一时间辨认后发

出警告。核查无误后，信息被一键下达给城管局。按照规定，城管局需在30分钟内作出

反应，并派人员前往处理。20分钟后，信息中心工作人员调动事发现场的摄像头，实时画

面显示，维修人员已经到达事发地开展维修。

锚定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双强”这一目标，高新区（滨江）还从企业和群众“急难愁

盼”的事情和政府急需解决的事情入手，不断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探索直达基层、直达企

业、直达群众的应用场景。

前不久，滨江居民戴某和房东马某因3400元租房保证金起了争执。双方用手机扫一

扫，通过“一码解纠纷”平台进行调解，最终达成一致，并用手机完成了包括签字确认在内

的所有调解手续，真正实现扫码解纠纷、纠纷“码”上解。

去年6月，在杭州市委政法委的指导下，高新区（滨江）联合杭州市中级法院探索推进

诉源治理，推出“一码解纠纷”，以数字赋能诉源治理，实现了矛盾纠纷“随时调、随地调、随

手调”。作为应用场景，“一码解纠纷”平台被整体纳入滨江区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通过

数字化、可视化分析，实时、直观反映区域诉源治理成效。

在高新区（滨江），建设一个工地也只需“一码通”。通过整合14个部门的业务数据，各监管

部门能够共享执法信息、共治安全隐患，实现执法效能和治理能力的双提升。“平安工地一码通”

是监管人员的“监管码”，更是参建企业的“零跑码”，可轻松办理申请、登记、报告、咨询4大类36

个事项，实现了审批不见面、办事不用跑。“平安工地一码通”还为职工打造了“一看就懂、一点就

通、一键直达”的工人服务学端，包含政策解读、工友之星、考勤查询、薪资查看、培训报名、投诉维

权等功能。目前，这个码已累计服务266个工地项目、729家企业、30000多名务工人员。上线以

来，工作效率较传统方式提高了近6倍，涉工地矛盾纠纷总量同比2020年下降4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化解不良情绪、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重要抓手，也是一个城

市精细化管理不可忽视的一隅。高新区（滨江）抓住为居民卸下“心理包袱”这个小切口，

以“连心码”为载体，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化手段，提供智能心理咨询、智能心理评

估等智能化社会心理服务，为基层治理架起了平安滨江的“心理安全防线”。目前已累计

服务用户4万余人，开展心理测评2.9万余次。

在人才集聚、城市能级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高新区（滨江）正以数字赋能

“弯道超车”，强化整体智治，不断推进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相融合，为杭州打造“数智杭

州·宜居天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扛起高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