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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打造社会治理新模式

“一中心”撬动大全局
社会治理越来越“智慧”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

方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是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县
以“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试
点为契机，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
通过重构机制、重造流程、重整资
源、重塑动能，将原县级矛调中心
迭代升级为县社会治理中心，探
索基层治理共同体、平安法治建
设综合体，打造县域整体智治的

“常山样板”。
高效协同
行政执法“一体化”
11月 3日下午，记者来到县

社会治理中心基层治理四个平台
——常山县智治中心。一进门,
宽敞明亮的大厅让人眼前一亮，
LED大屏上清晰地显示着数据与
画面，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着。

“你好，我们接到群众举报，
反映水库旁边有人随意倾倒垃
圾，存在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现
来此实地核查。”中心接到上报
称，有人将疑似固废垃圾倒在红
旗岗水库旁。社会治理中心立即
将信息分派至执法协调平台，并
组织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球川执法
队、市生态环境局常山分局、县应
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重点对该地
区是否存在工业固废倾倒、破坏
环境等违法行为进行检查。

此次联合巡查只是我县“大

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一
个缩影。

今年2月，我县启动“大综合
一体化”行政执法县域集成改革，
整合全县行政执法力量资源，实
现县域行政执法统一高效指挥。
发生行政执法类案件，社会治理
中心指挥大厅会立即调度各方力
量赶往现场，同时将信息迅速精
准地传送到综合执法、交通、应急
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省去层层
上报环节，确保案件处理形成高
效闭环体系。自“大综合一体化”
行政执法改革模拟运行以来，一
般程序案件已立案查处1694件，
开展各类联合执法300余次。

数据归口
矛盾化解“一扇门”

“以前的中心存在着数据归
集不到位、功能发挥不平衡、事件
处置协同不够等问题，‘小马拉大
车’现象突出。”县社会治理中心
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树良告诉记
者。

如何让联动更加紧密？今年
初，县委县政府开始谋划县社会
治理中心建设，决定整体搬迁原
天马街道办事处，整合原矛调中
心的办公场所，建设新的社会治
理中心。通过100余天的建设，7
月28日，中心正式运行。其中整
体入驻部门3家、常驻部门14家、
轮驻部门4家、随驻部门9家，通

过“整体入驻+常驻+轮驻+按需
随驻”的方式，实现功能上“1+1＞
2”及人员上“1+1＜2”的综合效
应。中心将群众来信来访、12345
热线、110纠纷类警情、网格员巡
查上报等事件归集到基层治理综
合信息系统中，做到数据“一个口
子进、一个口子出”，实现事件全
流程闭环。

近日，在县社会治理中心
A128调解室，市民屈女士向现场
工作人员握手言谢。屈女士家住
天马街道桑园小区。因楼下店面
房拟开饭店，单元楼住户集体反
对。理由是饭店的油烟影响住
户，煤气充装存在安全隐患，要求
相关职能部门不要审批该户经营
饭店。县社会治理中心人民调解
委员会经过多次调查及现场踏
勘，采取“面对面”方式，认真听取
各方意见，最终达成协调结果，相
关部门不再予以审批饭店经营。
屈女士和小区住户最终得到了满
意答复。

多元参与，全面提升矛盾纠
纷调处能力，县社会治理中心目
前已进驻定阳老娘舅等23个社会
组织、8名专业法律顾问、10个行
业性专业性调委会。8—10月，共
受理群众信访事项519件，同比下
降60.18%，信访件平均办理速度
提速51%。

记者 郑月红

“改”出新生活

“常山老酒厂”邻里话幸福

窗外，雨声沥沥，屋内，笑声盈盈。11月5日中午，天马
街道西门“常山老酒厂”内，传出了欢快的笑声。“为了邻里
感情不断，我们干杯！”来自西门片区30余户居民自发组织
相聚在一起，互留联系方式，彼此说着祝福的话。

立足当前解民忧，着眼长远暖民心。为改善城市空间、
提升城市品位，破解老城形象不佳等问题，2020年11月，我
县全面打响旧城改造攻坚战，谋划打造一批民心工程。今
年8月，县旧城改造西门片区房屋征收正式启动，各征收小
组深入排查、摸清家底、掌握实情，用情用理用法，解决征收
过程中房屋信息不全、产权归属不清晰等问题，以“为民初
心”赢得了广大被征收户的信任与支持。

60多岁的市民吴新文在征收工作启动后，第一时间主
动站出来，表示支持征收工作，并在协议上签字。“我是(上世
纪)70年代从衢州分配到常山的，在‘常山老酒厂’工作了40
多年，见证了常山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门片区还是旧貌。
这次政府启动征收工作，我举双手赞成。我要站出来第一
个签字。”吴新文兴奋地告诉记者。

拆旧立新，满是期待。旧城改造西门片区征收工作的
推进，得到了被征收户们极大的理解与支持。记者了解到，
西门片区共有被征收户790余户，经过多轮确权，目前已基
本完成国有和集体产权确认。市民徐志芳作为老酒厂员
工，在西门住了26年，眼看着这个地方即将迎来大的改变，
徐志芳满心欢喜，充满期待。

心情同样激动的还有市民鲁兴。为了让“常山老酒厂”
员工聚在一起，鲁兴跑前跑后，通过电话、微信等多种方式
联系。让他格外惊喜的是，不少老邻居听说西门片区将改
造后，都特意赶来相聚，共话家长里短。大家纷纷表示，将
积极响应政府征收工作号召，为建设美丽常山出一份力。

30余户居民
最后站成两排，
以合影留念的方
式 定 格 难 忘 瞬
间。这，是分别前
的团聚，也是崭新
生活的开始。

记者 郑月红 郑德新

拆除“堵点”

11月4日，在辉埠镇桐村村，一
处房屋轰然倒塌，351 国道（常山
段）项目最后一处堵点打通，意味
着 351 国道（常山段）实现全线贯
通。此前，由于各种因素，导致项
目涉及的 150 米道路无法通车，在
多部门协同推进下，“堵点”房屋终
于被顺利拆除。下一步，施工单位
将加快进度，确保在11月中旬完成
150米道路建设。图为拆除现场。

记者 李欣宁 胡志鹏 摄

持续发力 全速攻坚

招贤镇全域土地整治加速度
跑出乡村振兴路

本报讯（记者 李玲倩 黄世超）11月4日，记者来到招贤
镇香柚湾田园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机械正在来回作业。
现场负责人介绍，为早日完成流转土地提升整治，施工队
启用了80余辆机械，每日加班加点赶工期。其中，于去
年8月份流转完成的山底一期、浦口片区土地整治已完成
过半。

“目前，山底一期、浦口片区的土石方整治已经完成
80%，现在正抓紧建设水利项目。我们抢晴天、战雨天，争取
明年清明前种上第一季水稻。”衢州市政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吴建告诉记者。

招贤镇香柚湾田园综合体项目是我县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的重要内容，通过集中流转万亩闲置土地，开展土地整治
和产业投资，打造“农业+文旅+社区”发展模式，跑出乡村振
兴路。项目主要涉及象湖、山底两个行政村，总用地面积约
13250亩，其中土地流转面积约4314亩。以前，两个行政村
外出务工村民多，村内土地闲置抛荒现象严重。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后，这些土地将集中种植水稻、胡柚等农作物，以
及打造菌菇文化产业园、欢乐田园研学产品、乡村民宿、宋
诗文化产品等产业，全方位升级土地利用方式，乘数式增加
村民收入。

“10月20日，我们开启了为期40天的流转土地交付攻
坚战。预计在11月底，我们会将山底一期、浦口片区、象湖
启动区块和田园综合接待展示中心区块的1600多亩土地交
付给企业。”招贤镇党委委员洪振锋表示，接下来，攻坚人员
将继续发力，做好剩余土地流转工作，争取今年年底交付
2000亩土地，让企业在明年年初可以进场建设。

当“118”遇上“119”

“柚”获丰收！常山胡柚采摘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