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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心里苦，快打12355。”一条“12355”青少

年儿童心理服务热线，连接着市级层面依托矛调中

心建立的“守护中心”，镇级层面依托综治中心建立

的“保护站”，村级层面集排查、监测、干预、援助于一

体的村居心理服务“守护网络”。“心灵驿站”公益平

台一键对接精神专科医疗机构开展远程问诊，“心晴

驿站”电话亭提供校园内私密空间，可连线心理咨询

师、治疗室一对一视频对话……作为基层社会治理

的“微窗口”，临海推出青少年儿童“心灵守护行动”，

旨在形成平安与教育领域的互通共融、共建共享，最

大限度降低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所带来的各类

风险。

更多基层治理之花正在临海的社区欣然绽放。

“现在治安好多了，住在这里也更安心了。”68

岁的吴奶奶在古城街道鹿城社区住了十多年，见证

它从全市最乱、最差、最复杂的老社区，华丽变身为

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的基层治理示范单位。

为何能有这样的变化，“这还不是因为我们有个

‘共同体’嘛！”吴奶奶扬起眉毛笑着说。

她口中的“共同体”是鹿城社区积极构建的

“365”社区治理服务体系。它的有力运转，离不开

街道550名党员的共同参与，他们担任楼道长，守住

单元前的“阵地”；80名小组长分解任务，当好政策

宣传员、民情信息员、邻里联络员；11名社区工作人

员担任“片长”，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管理

机制。同时，发动社区群众力量，成立文明劝导队、

夕阳红调解队、老人陪聊陪医队……三级接力，建立

起居民互助体系。2021年，鹿城社区已涌现出29

个社会组织，志愿者达1450多人，平均年龄68岁，

成为社会治理中的“银色堡垒”。

值得一提的是，鹿城社区还成立了台州首个社

会组织联合会党支部，覆盖29家社会组织，昔日的

“治理难地”变成了“治理高地”。

文明乡风重塑乡村图景。东塍镇东溪单村“乡

贤+慈孝文化”善治新模式，也是该市积极推动多元

治理的一个缩影。

2006年，东溪单村针对乡村人才空心化倾向，

邀请广大乡贤回归。十多年间，东溪单村发挥乡贤

的资金、人才、技术等优势，探索“村‘两委’+乡贤

会”的治理模式，成立乡贤组织，设置慈孝基金，发展

农村电商，将全村划分为40个网格，由“党员+乡贤”

合力推进基层治理，绘就东溪单和美乡村新画卷。

此外，临海深入实施“红色物业”计划，完善“专

业团队＋自治组织”服务机制，逐渐形成“党建引领、

多元参与、协商共治”治理格局。

回浦中学“心晴驿站”电话岗亭，为学生提供可视化

心理服务。

2022年5月，全市开展“百日除百患”专项行动。市

应急管理局对危化生产企业开展安全检查。

2022年4月，全市平安临海“十八连创、二星金鼎”

誓师大会召开，部署2022年工作任务。

2022年4月，全市开展出租房消防整治月工作，东

塍镇网格员排查隐患。

2021年10月，县域社会治理“十百千”项目评审专

家聘任仪式暨第二批次项目评审会在市矛调中心召开。

临海：先行先试焕发善治善为新气象
本报记者 唐佳璐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牟俊华

千川汇海阔，风好正扬帆。近年来，临海市以强化基层基础工作为立足点、专项集中整治行动为切入点、数字赋能治理为突破口，深入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创建工作，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迭代完善“大平安”机制

2022年4月2日，全省建设平安浙江工作会议

召开。会上传来喜讯，临海市荣获2022年“平安县

（市、区）”荣誉称号，实现平安建设“十七连冠”。

答卷的背后，凝聚着临海市下定决心、硬起手

腕，直击平安创建工作痛点、难点的改革魄力与生

动实践。临海市平安办负责人介绍，“完善的工作

机制是破解重难点问题的‘钥匙’，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临海市‘大平安体系’打通相关部门壁

垒，积极构建工作闭环，推动平安工作提质增效。”

以行践言，以践行远：

——首创“五查三改”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领

导带队督查、平安办随机抽查、专家团队精查、镇街

互查、职能部门专查，深入推进小问题就地整改、大

问题通力解决、大难题靶向破解，全面清隐患、保平

安，以滚动排查还平安“本色”。

——首创“平安争连创 金鼎加星级”平安建设

系列工作机制，开发闭环管控网上系统，常态化开

展市镇村三级每周会商、“三色预警”交办完善责任

倒查机制。以闭环管控为平安“润色”，紧盯指标、

分析问题、精准施策。

一年来，临海市在全省统一架构下，坚定不移

深化数字化改革，开发工作考核和综合评价场景应

用“府城平安指数”系统。通过科学赋权、智能运

用，“府城平安指数”设定三色预警标准，涵盖社会

治理各领域，反映社会治理工作总体情况。

更客观的评价、更全面的测评、更精准的诊断，

临海持续强化应急保障的“指挥中枢”。“我们这里

接入了公安、水利、气象、港航、应急等部门近1.7万

个监控视频内容。”临海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表

示，应急指挥视频融合平台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一

图展示监测站点、隐患信息、应急力量等数据资源，

一键启动“派单”模块，实现信息获取、会商研判、预

报预警、快速响应、指挥协调、协同处置“六位一体”

功能，全力为防汛防台、森林防火及灾害监测预警

管理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化工园区安全智控平台和“救在身边”同样是

临海市应急保障体系的场景应用平台。前者聚焦

化工园区的安全，后者推进接收预警后的快速救

援，共同提升整体智治水平。

据悉，化工园区安全智控平台建设目前已列入

全省第二批数字政府系统“一地创新、全省共享”

应用项目清单；“救在身边”场景应用平台自运行以

来，累计服务46252人，成功施救34559台车辆，平

均救援时间26.9分钟。

加速探索“十百千”项目

一宗行政非诉案件，需要多久

办结？

快速立案送达、优化审理程序、精

简裁判文书，“凤凰行政智审”模式以

“人机共融、智审速裁”为特征，为临海

市人民法院提供了办案新路径，过去

一般需要7天至9天办结的案件，如今

仅需10分钟就能处理。这与临海市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密不可分。

每年，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

案件体量大，且在传统审判模式架构

下，流程节点繁多、涉及人员广泛、衔

接流转时间久，案多人少矛盾亟待破

解。“凤凰行政智审”首次将应用领域

从民商事拓展至行政非诉，实现了人

工智能辅助行政非诉审查的新跨越。

目前，该应用已与高速交警、市场监管

等部门实现多跨协同，构建“整体智

治”新形态。2021年7月，“凤凰行政

智审”项目亮相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

成果展，取得良好反响。

让优质项目“遍地开花”，聚“盆

景”为“风景”。“凤凰行政智审”是“十

百千”项目中的最佳实践案例之一。

“十百千”项目即十大标志性工程、百

个重点项目、千个示范点位，其管理行

动重心向下、拓面成景，不断强化政府

创新服务和政策支持，为临海市推动

县域治理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为了充分挖掘好做法、好经验，临

海市开发“十百千”项目管理系统，形

成集社会治理项目申报、评审、结项

等于一体的智能化管理体系。组建

由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组成的

评审团，对上报的“百”项目进行一对

一把脉会诊。同时，通过擂台比赛、

现场推进、先锋创建等形式开展晾晒

比拼，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

治理氛围。

截至目前，系统汇集了 136 个

“百”级项目、508个“千”级项目，共有

37个项目入选台州市重点项目库，23

个项目参与结项，其中被评为A类项

目4个、B类项目16个、C类项目3个。

联合推动“共同体”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