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庭院”改造
改了环境更改了民风

“这里的庭院各有特色。”村干部看

着家家户户别致的庭院，不由想起“美丽

庭院”刚改造的时候。刚开始，村民对于

改造并不积极，村党组织发动党员挨家

挨户上门宣传，鼓励村民自己设计建造

庭院，村里补贴费用。“庭院改造是我家

的事情，他们真的会帮我的忙吗？”村民

顾荷芬家的庭院改造人手不够，就把自

己的困难告诉了党员张千平。没想到，

张千平立马放下手中的活来帮忙。

有了带头人，村民齐响应，大家干事

的劲头更足了。村委会通过召开村民代

表大会，山下庄村下辖的6个自然村的村

民，都自主选出本村的网格长，以村网格

的形式，统筹打理本村“美丽庭院”的改

造工作。

“面子”美了，“里子”更要美。为此，

一场环保宣传开始了。这次的活动推进

得非常顺利。党员带领，村民积极参

与。“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还要一

起守护住这份美。”

这只是近年来山下庄村社会治理的

一个缩影。山下庄村坚持党建统领，以

“五最五破”善治兴村五法为抓手，坚持

“参与式”治理理念，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服务群众，共建“和美”乡村、“共富”

乡村、“活力”乡村，不断激发乡村振兴新

动能，探索出了一条“组织引领、党员锋

领、村民参与”的基层善治之路。

逐步打造
“善治山下庄”治理品牌

“这么快路灯就装好了，我晚上回家

再也不怕黑了。”看着村文化礼堂门口的

太阳能路灯和弄堂里的中式路灯，村民

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原来 3 月 10 日上午，第六微网格的

老年村民代表在一月一次的网格议事会

上，向网格民情联络员曹玉伟反映，文化

礼堂门口至原乡老街路灯设置较少，光

线不足，晚上从文化礼堂出来回家的路

上有可能被石板路磕绊，特别是老年人

存在安全隐患。

听 到 诉 求 后 ，曹 玉 伟 立 马 联 系 了

网格员钱栋。钱栋实地走访后，发现

诉求属实，第一时间通过手机上报该

诉求。在镇城建办的牵头下，4 月 7 日

文化礼堂和原乡老街的弄堂及周边就

新安装了路灯。从村民提出诉求，到

召集村民代表、网格员共同商议出方

案，以及后续的采购、安装仅仅一个月

就完成了。

“这个和邻小院可真

灵啊！”村民笑着说。据

悉，和邻小院是山下庄村

今年设立的，根据微网格

的辖区划分，从原来村里

美丽庭院创建示范户中

挑选了6户民情联络员的

院子打造而成。截至目

前，已经收集村情民意 28

件，就地解决矛盾纠纷 5

起。

村干部表示：“今年

以来，山下庄村以民主议

事为切入口，通过‘和邻

小院’这一载体，收集村

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

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逐步

形成了‘善治山下庄’治理品牌。”

除了和邻小院，村民议事厅、共享法

庭等通过集民智、聚民力，利用数字化技

术，搭建起“家门口”民情收集、共商共

议、便捷司法的新平台，实现山下庄“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在乡村善治馆内，讲解员指着一块

入户小屏介绍，山下庄村改造乡村网络

宽带、升级数字电视，还特地开设善治山

下庄村栏目，村民可以从该栏目中知道

村里的大事小事、学习村民公约等，实现

乡村”数智生活”的快捷便利和村民幸福

感的”提档升级”。

此外，山下庄村以乡村善治馆为起

点，串联起原乡老街上的村民议事厅、共

富小院、乡村振兴创业基地、共享菜园等

15 个点位，展现山下庄村党总支带领下

的乡村治理生动实践。

美丽乡村擘画善治善建新蓝图
本报记者 唐佳璐 通讯员 金萍 钟陶行 陈燕

蜿蜒的鹅卵石小道、啤酒瓶堆砌的围墙、整洁的垃圾分类站点⋯⋯4月13

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国媒体浙江行”采访团走进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

山下庄村时，所见村居民院，一花一草，一砖一瓦，处处景致。“每个庭院都出自

村民之手。”山下庄村村干部自豪地说，这得益于党员带头、村民参与的精细化

自治模式。

城市复杂治安区域如何社会治理
老牌“国字号”派出所给出答案

社会力量担当“得力助手”
“六联模式”助力社会治理

采访团来到接待大厅，看见不少群

众正在办事。

“ 你 们 这 里 办 事 大 概 几 天 能 有 回

应？”有记者提问。“我们三天内必须有回

应。”高桥派出所所长韩多奇回答，建所

38 年来，该所坚守“爱民”承诺，秉持“一

二三”工作法，即群众来所找人不过一、

要求办事不让跑两趟、解决问题三天内

必须有回音，平均每天接警约 50 起，双

休日办证服务不打烊，全所 33 名民警日

夜坚守一线。在所级层面探索推进“首

问责任制”“最多跑一次”“限时办结制”

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无愧于“高桥警

官”金字口碑。

“听您介绍派出所平均每天接警约

50 起，全所民警一起上也才 33 人，在这

种情况下，你们是如何治理好辖区的？”

记者提出了疑惑。

“那我就带你们去对面的高桥邻里

服务站看看吧。”韩多奇说。服务站里有

不少志愿者。“邻里的事情交给我们就行

了。”“高桥邻里”志愿者金阿姨在高桥中

心菜市场附近捡到了学生证，第一时间

想到的就是给老熟人——高桥派出所民

警彭伟平打电话。“找人是警察的专长，

找我们团队的负责民警小彭准没错。”有

了民警的助力，十分钟后，金阿姨就在高

桥派出所等来了孩子家长，物归原主后

才放心回家。

事实上，除了首创并发展了“高桥邻

里”外，高桥派出所还坚持以村警联治、

单位联防、组织联动、物业联盟、人口联

管、矛盾联调的“六联”工作模式。“维稳

治安工作怎能少了潜力无限的社会力

量。”该所相关负责人说，为此高桥派出

所培育各类社会组织 40 支 1500 余人，

配套“刚性+柔性”管理办法，在平常时

间让一股股“平安力量”汇聚起来，实现

了良好的社会面综合治理成效。

目前已形成“高桥邻里”“物业联

盟”“公寓管家”三支平安志愿队伍组成

“三横”社会力量，镇级治理“共融互通”、

村级治理“双向兼任”、企业治理“拍档参

与”构成“三纵”共治体系，勾勒出一个完

整的高桥派出所“三纵三横”警务共同

体，展示了基层派出所创新基层治理，走

好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高科技成为“智治法宝”
形成多元处警工作格局

当天采访中，大家还来到高桥派出

所最为高科技的房间——综合指挥室。

只见室内一块 25 平方米的大屏幕显示

着地图分布和各类数据等，十分吸睛。

这是海曙公安分局研发的具备勤务指

挥、巡逻防控、警情处置等功能的智慧巡

控平台。

“除了它以外，还有高效统筹警情清

零、智慧勤务平台，这三大数字平台是我

们的智治‘法宝’，三者高效联动，让我们

的处警质量、巡控水平、勤务效能迈上新

台阶。”韩多奇自豪地说，派出所还在辖

区构建环镇智慧防控圈，将前沿技术应

用紧密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采访中，大屏上显示，接到一起宁

波市公安局分流的消费纠纷类“非警务”

警情，指挥员立即将该“警情”派发给综

合执法队员到场处置，通过源头处理，做

好警务类及非警务类警情分流，大大减

少非警务类警情对派出所警力的牵制，

更好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2022 年以来，宁波市公安局积极推

动 110 报警服务台与 12345 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高效对接联动。通过构建市、县、

镇街三级非警务警情分流体系，形成政

府部门协同履职、110 及时响应处置突

发警情的多元处警工作格局，为解决群

众诉求提供更加专业、精准、高效的综合

服务。

在此项工作中，高桥派出所先行一

步。2022 年 11 月，高桥镇根据非警务

警情处置工作规范化要求组建了一支由

派出所辅警、乡镇城管综治队员组成的

综合执法队伍。这支队伍全天候运作，

运行 4 个月以来，已处置“双非”警情

1248 件，分流率达 30.39%，日均缩减民

警接处警工作时间 5.9 小时。“我们还配

套执行首接责任制、情况报告制度和先

处理后移交、派员参与现场处置等制度，

严格确保各类非警务警情电话有人接、

问题有人管、解决有渠道、处理有反馈。”

韩多奇说。

本报记者 唐佳璐 通讯员 金萍 詹坊 钟陶行

“无论安危冷暖，有我高桥警官。”4月13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国媒体浙江行”采访团走进宁波市公安局

海曙分局高桥派出所。一楼接待大厅内的宣传视频里的这句口号，让不少记者听了心生敬意。

作为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人民满意派出所”，这家“85 后”派出所始终秉持“老百姓的事就是天大的事情”

这一所训。去年，该所共化解纠纷3270余起，警情下降10.1%，群众安全感、满意度高达99.1%，丰富了新时代“枫

桥经验”新内涵，走出了一条城市复杂治安区域社会治理新路子。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国媒体浙江行全国媒体浙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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