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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八进”
浇筑居民“幸福路”

杭州余杭绘出法治“新风景”

通讯员 何亚菲

杭州余杭，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的圣地——良渚所在的江南美地。而今，杭

州城市重要新中心在这里拔地而起。插上

“数字”与“法治”双翼，“中轴之上‘余’见未

来”的美丽城市画卷正徐徐呈现。

过去半年，为推动“八五”普法规划走深

走实，优化提升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余杭

区司法局聚焦群众、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以

精准普法“抓源促治”，组建以千名政法干

警、千名专业干部、百名法律顾问、百名调解

员为主，学者专家、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

同参与的八个法治服务团，开展进机关、进

村（社区）、进企业（园区）、进市场、进建筑工

地、进新业态行业、进商户、进校园“法律八

进”行动，让普法、学法融进余杭居民的日常

生活。 （下转5版）

“首席调解员”打头阵
“大调解”保障“大发展”

通讯员 吴国洪

近年来，建德市更楼街道作为城市南拓

的“主战场”，承载着众多项目落地与征地拆

迁任务。

为了有效化解征地拆迁相关矛盾，街道

持续推动村社书记发挥“首席调解员”作用，

不仅高效完成房屋、土地征迁任务，还妥善

解决群众各项诉求，为城南新区的和谐发展

赢得了优势与主动权。

靠前服务，以真心换群众顺心

在黄岙村水产业项目征用土地的过程

中，江西籍的李某对黄岙村村书记饶明祥竖

起了大拇指：“你们这么有诚意，我也不能含

糊，一切按照政策办。”这背后，正是饶明祥

多次奔波、耐心调解，最终成功解决迁坟补

偿问题的故事。 （下转6版）

本报记者 方正义

近日，衢州市柯城区某村办公室里，村干

部小王（化姓）正埋头整理资料，村支书老张

（化姓）推门而入，“午休时间就休息一下吧，

这个问卷调查已经被叫停了，不用搞了。”

小王掏出手机一看，没有未接电话、也没有

反馈信息，但群里布置的工作任务已经被撤回。

类似的情景，对衢州各地的基层干部

来说，并不鲜见。而这，也是衢州为基层减

负的一个缩影。

明晰“责任田”

变化，源于半年前。

今年6月，衢州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

工作部联合制定了基层事务规范指引，从

此让基层“准事准办”，有据可依。

很快，各个村（社区）就有了变化。浙江

省村（社区）取消和禁入的事项清单、浙江省

村（社区）出具意见和盖章事项保留清单、浙

江省村（社区）出具证明和盖章事项取消清

单等，被摆在了办事大厅最显眼的位置。与

此同时，各种“站”“室”“中心”“之家”“协会”

等一大批“牌子”被摘除下来，与之配套的相

关“上墙制度”也纷纷被清理。在这轮整改

中，衢州全市范围共摘除了村（社区）标识牌

7749块、清理了上墙制度27112件。

这不仅仅是一组数据而已。“对我们来

说，我们的腰杆子更硬、底气更足了。”柯城

区兴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程满珍

说，“现在，我们也‘学会拒绝’了，只要是跟

规范指引要求不符的工作，我们就理直气

壮地拒绝。”她举了个例子。前几日，辖区

一居民来到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要求为其

开具“未享受保障性住房、福利性分房证

明”。然而，这类证明已被列入《浙江省村

（社区）出具证明和盖章事项取消清单》，村

（社区）既没义务也没权限开具相关证明。

“盖个章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可这不

在社区的权责范围内。”程满珍说，即便社

区为该居民开具了证明，也不具备效力，只

会帮忙不成反添麻烦。最终，社区干部与

接收证明单位、当地住建部门多次联系确

认后，帮助该居民预约了相关窗口办理手

续。“权责要分清楚，但也要给居民解决好

问题，不能让前来办事的街坊邻居觉得我

们是在推诿扯皮。”“准事准办”后，程满珍

对社区工作有了新的理解。

把牢“准入关”

制度有了，关键还在于落实。

在基层，有一句“谚语”流传已久——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讲的就是各

个行业主管部门很多，但相关工作到了

基层往往是同一批人在做。要破题，很

难！

“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但不能盲目地

去做。”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衢州市委副书

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杜兴林定

下了基调，“既然有千条线，那就把它拧成

一根绳，一个口子受控进出。”为此，当地的

“三民工程”基层智治综合应用专门开发了

“事务准入”模块。

此后，各部门下发到村（社区）和网格

的工作，必须先通过“三民工程”获得“准

入”才能下发——主管部门在线上提出申

请，社会工作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和乡镇（街

道）征求意见，各方无异议后再纳入准入事

务清单，后续的变更、退出等操作均在系统

内完成。 （下转2版）

准入基层事，基层准确办
衢州基层干部有了减负“防火墙”

12月10日，湖州市公安局举

行第五届“警务创新·畅想未来”

金点子创意大赛决赛。赛场上，

10位民辅警化身“创客”，上演了

一场精彩的头脑风暴。“我们连续

多年举办金点子创意大赛，就是

要广开思路、启迪智慧、发现人

才、服务基层，提升公安机关新质

战斗力，推进湖州公安工作现代

化发展，持续擦亮‘在湖州看见美

丽警队’金名片。”湖州市公安局

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徐冬梅

通讯员 赵亚琪 摄

本报记者 汪盼宏

本报讯 作为潮新闻客户端的重要

战略单元，“潮新闻·法治频道”即日起迭

代升级，迎来它的“桌面化”时刻——

“潮·法治”APP上线。用户只需在手机

桌面上轻轻一点，便可直达法治频道，尽

览法治新闻。

2023年7月18日，“潮新闻·法治频

道”正式上线，这也是浙报集团与省级单

位合作开通的首个专业频道。一年多来，

法治频道始终坚持关注全国、聚焦浙江，

实时呈现有温度的政法故事、有深度的法

治新闻、有态度的法治评论，坚持用老百

姓身边的真实案例、以娓娓道来的讲述方

式，说好平安故事、法治故事，推动“正能

量”产生“大流量”。截至目前，法治频道

刊发原创稿件8000多篇，全网总阅读量

超30亿，开设了“政法要闻”“法治时评”

“法护营商”“浙里社工”“平安印记”“政法

笔谈”等20多个专题专栏。

此次“潮新闻·法治频道”迭代升级，

实现了客户端频道的桌面化。用户只需

要打开“潮新闻”APP，在首页栏目导航

中找到“法治”频道，点击“添加到桌面”，

即可在手机桌面生成快捷方式——“潮·
法治”APP，点击该APP便可直接进入

法治频道首页进行浏览。

“潮·法治”APP的到来，不仅为用户

提供了一个更加便捷、高效的法治资讯

获取平台，也为浙江政法宣传工作提供

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未来，“潮·法治”APP将继续深耕浙江

政法领域，服务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和

社会治理工作，不断增强内容质量，始终创

新表达方式，加快生产更多具有全国影响

力、浙江辨识度的政法新媒体产品，将平安

法治的声音传播得更深更远更动听。

“潮·法治”APP，来啦！

“警务创新·畅想未来”

导读

在山海之间谱写多元解纷“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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