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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贯通 应急处置快反应

3月10日，春寒料峭，一则“顺丰速运中转场发现

工作人员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快件存在被污染风

险……”的提醒短信让很多杭州人心头一紧。

此前一天晚上，杭州通报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至10日晚间，确诊病例达到10例，其中9例在余杭仁

和街道辖区。

事涉快递中转场，扩散风险大……余杭成为我省

这一轮疫情防控的主战场。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指挥部一办十一组及各镇街、平台迅速行动，落实

落地“七大机制”，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指令、举措及时落

实到位。病例所在的仁和街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实

行24小时疫情防控值班机制，做好重点人员排查管控。

10日凌晨，余杭“三区”范围划定：仁和街道沈家斗

自然村、菜鸟网络杭州仁和园区、乐坤产业园、獐山农

贸市场划定为封控区；仁和街道永胜村胜利网格、仁和

街道东苕溪--东塘港--獐湾河环绕区划定为管控区；

仁和街道划定为防范区。

作为“三区”管控专项组成员及街道综合信息指挥

室主任，黄以奎从“基层治理四平台”接到的任务是迅

速开展应急处置，协助组织本街道力量、物资，于1小时

内完成辖区的封控、管控，同时做好社会面管控和居民

保障等工作。

“任务很艰巨。”仁和街道16万人口中，流动人口超

一半。与主城区成熟社区不同，辖区大多村社属开放性

村庄，人员流动情况复杂多变。但黄以奎心里有底——

按照区“141”体系建设“统一调度、责权明晰、上下

贯通、高效联动”的要求，早在2020年，仁和街道就在镇

街、村社、网格三级联动基础上，通过“仁和e家人”等，

采用条块结合、网格化管理、大数据赋能等手段，构建

起“村社—网格—自然村—小组—农户”五级联动防控

机制，并组织过多次紧急演练，织牢织密辖区疫情防控

网，以确保防控“不落一人”。

疫情防控的具体任务很快通过街道综合信息指挥

中心，精准送达至各村社、网格责任主体，及派出所、城

管、市场监管、交通、综合行政执法等“四平台”下沉人

员。流调溯源、人员排摸、信息核查报送、管控实施、卡

点值守、物资保供、环境消杀……机制高效运转，任务

迅速分发，力量迅速汇聚，防控措施在辖区22个村社和

部分专属网格落实落地。

至5月4日，本轮疫情仁和街道辖区先后出现5起独

立疫情，相关人员波及街道一半以上村社。56天，仁和

街道最大限度发挥机制作用，通过“四平台”、全科网格等

渠道流转和核查信息近9万条，转移和集中隔离人员超

过1.2万人，辖区实现社会面疫情“零传播”“零感染”。

数字赋能 社会治理一张网

仁和街道在疫情防控中的高效协同、精准精细，是

余杭区高标准推进“141”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

缩影。

早在2016年，余杭区就率先试点“基层治理四平

台”建设，着力打造以“镇街综合指挥室+综治工作、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全科网

格”为组织架构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基层治理从分

散走向集中、从零碎走向整合。2019年6月，余杭区

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信访矛盾联合调处中心）正

式揭牌，成为综合指挥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重要

平台。

2021年9月，为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余杭区以

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创新设立全省首个区县级“数智治

理中心”，迭代“基层治理四平台”，明确中心统筹协调、

监测预警和应急指挥三大功能，构建“一屏观全区、一

网治全城、一键管应急”的区域数智治理体系，推动

“141”与“152”融合贯通。

走进余杭区“数智治理中心”，数智治理系统大屏

上滚动着党建统领、经济生态、综治工作、监管执法、

应急管理、公共服务六大模块的相关数据，原有的“四

平台”变化让人一目了然。同时，系统依托一体化智

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汇聚了余杭“人、房、企、事、物”

的全量数据，并整合了各个系统运行产生的实时

数据。

以全量数据为支撑，余杭区着力健全完善疫情防

控指挥功能。在数智治理中心，区、镇街、村社三级视

频指挥平台和体系已经建立，部分镇街还配备4G或5G

单兵设备实现视频指挥贯通至网格，可实时向网格长、

网格员推送信息、发布指令。

应急处置之外，余杭区聚焦预测预警预防，揭榜挂

帅全省重大应用“平安风险预测预警防控”县（区、市）

级应用开发，并先后完成城市CT、数智大市场、社会矛

盾风险智能预警处置等10个风险智控场景整合接入数

智治理中心。

“工地项目监管账户异常预警”“拖欠薪资预警”

“工伤多发预警”“高风险物业小区预警”……5月初，余

杭区平安工作例会上，12位镇街书记收到的预警任务

清单，正是“平安风险预测预警防控”县（区、市）级应用

的最新预警信息。这些预警清单不仅附有详细的统计

数据和算法模型，还设置了明确的整改期限，让治理更

有方向。

今年以来，数智治理中心已推送110联动警情、平

安风险监测预警、平安检查等各类事件7000余件，闭环

处置率92.76%，有力推动了风险隐患治理上“控增量减

存量防变量”，有效实现了社会风险预测预警防控能力

跃迁。

余杭区数智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化“县

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试点，依托数智治理中心，进一

步优化三级指挥响应机制、三级中心运行机制，推动流

程再造，实现社会治理一张网。

处一隅而观全局。迭代升级“141”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加快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浙江探索不停、步履

不止。

“浙”些年

一场速战速决的战“疫”
““141141””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浙江探索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浙江探索

“数”说治理

近三年来，全省县级矛调中心（社会治理中心）共

接待群众413.2万人，受理信访问题和各类矛盾

纠纷246.1万件，办结率达94.2%。全省乡镇

（街 道）“ 基 层 治 理 四 平 台 ”共 受 理 各 类 事 项

3928.8万起，办结3801.7万起，办结率达

96.7%。全省共划分网格6.1万个，配备专兼职

网格员33.6万人。

2019年，探索开展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改

革，分类推进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全面加

强“基层治理四平台”、全科网格建设，初步构建“一中

心四平台一网格”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社会治理体系。

2019年底，全省实现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全覆盖。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调研安

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指出“让老百姓遇到

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安吉县的做法值得推广”。

2020年6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浙

江省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规范化建设指引

（试行）》，体系化标准化推动县级矛调中心建设。

2021年，加快推进县级矛调中心信访和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社会治理事件处置、社会风险研判等三大功

能平台建设，切实将县级矛调中心打造成平安建设综

合体、社会治理共同体。

2021年9月，全省迭代升级“基层治理四平台”现

场推进会在宁波召开，将原有的综治工作、市场监管、

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平台调整为综治工作、监管执

法、应急管理、公共服务四个平台，增设党政综合业务

模块。

2021年11月，全省“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工

作现场推进会在衢州召开，要求全省域推进“县乡一

体、条抓块统”改革，加快推动“152”体系与“141”体系

衔接贯通，努力打造充分展现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

优势的浙江样板。

2022年1月，全省“141”体系建设工作视频会议召

开，要求完善提升“141”体系，加快“141”体系与疫情防

控指挥体系融合联通，助推疫情防控六大机制落地

落实。

2022年，探索将县级矛调中心迭代升级为县级社

会治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