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亮点

2022.06.17 星期五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0606
本版编辑：陈 鹰 Email：76354098@qq.com 热线：（010）63691674

聚焦 FocusFocus

城市动态

□ 廖 亮 赵盛迷 张汉杰

今年以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城乡并进、协同共治”，

探索具有恩施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模

式，奋力书写城市治理新“答卷”。截

至 4 月底，共计起底排查矛盾风险

3805件、化解矛盾风险3651件，化解

率达95.95%。

打造治理新标杆

“慢点、注意安全，前面有学生出

入。”在恩施大峡谷风景区管理处高台

村学校门前，身穿警服的村综治专干

刘荣军正在维护交通秩序，不时提醒

来往车辆。

作为恩施大峡谷沿线上的村庄，高

台村车流量很大，尤其是旅游高峰期时，

交通时常拥堵。“穿上警服，亮明身份，维

护交通秩序方便了许多。”刘荣军说。

为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径，恩

施学习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配强

村（社区）综治委员，纳入辅警序列管

理，规范设置村（社区）警务室，“一村

一辅警”建设率先在全市实现全覆盖。

一子落而满盘活。为深化基层治

理，恩施连连落子。建立民警、社区干

部、心理医生“警社医”联动机制，推行

矛盾纠纷化解分级管理，打造“彩虹

桥·心灵驿站”品牌。2022年4月，恩

施市法院驻金子坝街道巡回审判庭揭

牌成立，恩施市“百合花”婚姻家庭调

解工作室挂牌成立，恩施市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站揭牌成立；推进诉源治理，

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主要领导

带头包案、信访“敲门行动”……一项

项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举措，以

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方式，在恩施大

地落地生根。

巧解百姓心中结

2021年11月，恩施整合市人民调

解中心、市信访局、市研判中心、市法

律援助中心等部门资源，组建起恩施

市人民调解中心，实行一地办公，让群

众只跑一地、只进一门，“一站式解纷，

零距离服务”。

受理131件、调解成功127件，是

恩施市人民调解中心在 2022 年前

5个月交出的成绩单。

“要有耐心，法理并重，为双方打开

心结、架起连心桥。”曾被评为“全国模

范司法所长”的“调解专家”龙兆开说。

“组建人民调解中心的意义在于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

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

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

解、关口把控，从源头上减少诉讼量。”

恩施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李华军

表示，做实市、乡、村三级人民调解中

心，推动问题联治、风险联控、平安联

创，坚决防止潜在隐患变成现实风险、

现实风险变成现实危害，下活了人民

调解“一盘棋”。

除了龙兆开，还有3名市法院退

休法官、1名市司法局退休干部被聘

用为人民调解员，成为“60（岁）工作

室”的成员，他们发挥余热，调解矛

盾纠纷，乐此不疲。恩施在19个乡

镇（办）设立工作点，建成235个人民

调解组织，发挥60岁左右的退休老

干部等人员的矛盾纠纷调解作用，探

索组建“60工作室”。截至目前，全

市304名老干部参与其中，已调解各

类矛盾纠纷 812 件，调解成功率达

到95.8%。

党建引领幸福来

日前，在恩施万福国际商贸城小

区干净宽敞的广场上，红旗飘扬，数十

名小区居民欢快地跳着广场舞，好不

热闹。

万福国际商贸城有住户1244户、

商铺2253户。两年前，这里脏乱差，

矛盾不断；如今，小区干净整洁，邻里

氛围和谐。华丽“转身”并实现“零上

访”，这个小区的“蝶变”离不开基层治

理“尖刀班”的辛勤付出。

2020年5月，恩施州委政法委牵

头组建“尖刀班”下沉枫香坪社区，

建立社区党支部，协助开展基层治理

工作。

协调物业修复被损坏的路面、维

修好62部电梯、盘活4万平方米的闲

置商铺……社区党支部逐渐成为小区

治理的“主心骨”，小区居民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党组织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找

到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居民胡应胜在

党支部的带领下，逐渐转变了思想，成

长为社区党支部的组织委员。

“尖刀班”成员曾凡顺说，以党

建为引领、以居民为核心的党群联

动治理共同体在万福国际小区成为

现实。

党旗红，治理兴。恩施坚持以党

建为统领，法治自治德治相互融合、相

互贯通、相互促进的系统化治理模式

逐步形成。在城区，党建引领下的小

区绘就和顺、和美、和谐的幸福生活；

在乡村，三岔镇“燕子工作室”、崔家坝

镇“农民工”工作室、盛家坝镇“和事

佬”智囊团、小渡船“彩虹桥”心灵驿站

等纷纷发力，通过微创新，让基层治理

“活起来”。

□ 本报记者 沈贞海

□ 徐朝晖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在财政部、住

建部、水利部组织的竞争性评审答辩

中脱颖而出，入选“十四五”全国第二

批25个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示范城市，成为浙江省唯一入选该

批次的城市。

据了解，未来3年，金华市将获得

9亿元的中央财政资金补助，配套市级

统筹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支持，高标

准建成100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力

争通过3年创建，金华城市安全韧性

进一步提高，可有效应对30年一遇降

雨；城市生态底色进一步擦亮，市区内

河生态流量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市区

交接断面水质保持在Ⅲ类及以上；城

市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群众满意度

达到95%以上。

先行探索：创新“+海绵”模式

金华市是国内较早探索海绵城市

建设理念的城市之一。早在2014年就

建成了“与洪水为友”的燕尾洲公园。

2016年起，金华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先后完成154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总投资约108亿元。据统计，金华中心

城区34.6平方公里范围已达到海绵城

市建设标准要求，占建成区的31%。

2015年以来，金华市先后出台海

绵城市建设实施意见等20余项配套政

策，编制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等16

项相关规划，制定符合金华微丘地貌

特征的6项技术标准，探索出“污水零

直排＋海绵”等具有鲜明金华特色的

技术方法，海绵城市全过程管控体系

基本建立。

“金华市9个县（市、区）中有6个

获得省级海绵财政支持，湖海塘、赤山

公园等入选省海绵城市典型案例。”据

金华市建设局城建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起步较早、推进扎实、前期成效显

著，是这次金华市从全国34个申报城

市中胜出的重要原因。金华市连续

8年夺得浙江省治水“大禹鼎”奖，其中

就有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份贡献。

全域推进：实施“243”行动

未来3年，如何系统化全域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高质量打造全国示范城市？

金华市为此谋划了“243”行动：

“2”即建成“水系发源地海绵城市示

范”和“微丘地貌区洪涝统筹示范”两

个示范。“4”即从流域、城市、设施、社

区4个层面构建完整的海绵城市建设

体系。“3”即打造洪涝统筹、多源补水、

生态修复3个海绵重点板块。

据了解，两个示范针对金华地貌

水文特点设定。围绕两个示范，金华

海绵城市建设从4个层面展开。

流域层面将统筹完善钱塘江流

域和金华江区域防洪布局，实施“三

库三溪”、金华江治理二期等9项工

程，市区主城区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

遇；在城市层面，市区十大片区城市

更新改造项目将全面达到海绵城市

建设标准；设施体系层面，将实施管

网提升、应急能力建设等19项工程，

实现“标内降雨不成灾、超标降雨少

损失”；社区层面，将深度融合“+海

绵”理念，实施24项工程，改造提升老

旧小区100个以上，建成445个“污水

零直排区”，探索建设海绵城市负碳

社区。

金华3个海绵重点板块，也结合

各自特点对标打造。通园溪板块将打

造微丘地貌区域洪涝统筹建设标杆，

实现洪涝的联防联调，有效应对30年

一遇降雨；长湖板块将打造季节性缺

水河流多源生态补水标杆，补水能力

达到每天3万吨；后龙渎河板块将实

施暗渠复明和生态修复，打造高密度

建成区河流生态修复标杆。

全国示范：运行管控“一体化”

为扎实推进“243”行动，确保

50%以上建成区达到19项海绵城市

建设指标要求，金华市对长效机制建

设做了充分谋划。

“机制建设分三步走，2022 年

6 月底前，修订完善海绵城市绩效考

核评价管理办法等6项制度，强化全

流程管控；2022年12月底前，实现供

水、排水和公共海绵设施统一运营；

2023年颁布实施《海绵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条例》。”金华市建设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在数字赋能上，金华市将进一步

聚焦多跨协同、流程再造、重构重塑，

实现现场监测、预警研判、智慧调度、

闭环处理等全流程海绵城市建设管理

智治。根据计划，2022年6月底前，迭

代升级城市内涝及安全运行平台；

2023年6月底前，建成海绵城市建设

综合管理平台，为全国海绵城市建设

提供金华示范经验。

城市治理新“答卷”绘就“幸福底色”
湖北恩施坚持“城乡并进、协同共治”，基层系统化治理模式逐步形成

100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助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浙江金华市力争通过3年创建，有效应对30年一遇降雨，城市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甘肃5亿奖补资金为强科技增“底气”
提升对“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的支撑

本报讯 邸金 记者王斌报道

科技创新是引领和支撑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核心力量。近日，甘肃省财

政厅发布了《关于下达2022年均衡

性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部署5亿元市县强科技奖

补资金，为基层强科技增“底气”谋

“钱”景。

据了解，甘肃本次在均衡性转

移支付中安排强科技奖补资金是

支持引导市县加强科技创新投入

能力，落实科学技术支出责任的引

导性资金。围绕科研条件改善、技

术研究开发、成果应用推广、人才

引进培育、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

科学谋划，提升区域科技创新实

力，提升对“强工业、强省会、强县

域”的支撑。

《通知》明确了资金的使用范

畴，并按基础性补助和奖励性补助

分别进行预算安排。甘肃省财政厅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基础性补助

是按甘肃省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要

求，落实科学技术支出的补助资金，

奖励性补助是对科学技术资金投入

好、项目管理绩效水平较高的部分

地区的奖励资金。奖励性补助实行

一年一考核，一年一分配制度。

本报讯 记者皮泽红报道 日前，

广州国际金融城发展论坛暨粤港

澳大湾区（广东）财经数据中心战

略发布会在广东省广州市国际金

融城举行。论坛现场还举办了粤

港澳大湾区（广东）财经数据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数字金融算

法中心、南方财经大厦数字金融产

业园等金融基础设施平台战略发

布仪式。

据了解，论坛上，数十名来自

国内外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金融

机构和企业负责人，聚焦数字金

融、科技金融等主题，为广州国际

金融城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金

融枢纽核心引擎、构建国际金融走

廊建言献策，深入探讨广州如何以

国际金融城为支撑，加快建设国际

金融枢纽核心引擎，以及广州国

际金融城如何联动湾区其他金融

平台，“串珠成链”构建国际金融

走廊。

在广东提出构建“两廊三级多

节点”创新格局，加速打造科技金

融深度融合地的背景下，与广深港

和广珠澳两条科技创新走廊相伴

而生的国际金融走廊雏形初现。

作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广州

沿江经济带、广州科技创新轴等几

大重点平台的交汇点，广州国际金

融城被赋予打造国际化综合金融

中心、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引领区的

重要使命，将实现与香港、深圳前

海、佛山广东金融高新区、南沙国

际金融岛、珠海横琴、澳门等金融

平台的“串珠成链”。

广州打造全国数字金融算法高地
将实现与大湾区其他金融平台“串珠成链”

江西宜春发展数字经济惠及百姓生活
打通群众办事的“方便门”

本报讯 张亚静 实习记者陈鹰

报道 为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江西省宜春市积极发展

数字经济，打通入学报名、公积金

业务、公租房办理的“方便门”，让

数字经济的红利惠及百姓生活的

各个方面。

在日前宜春市数字经济“一号

发展工程”新闻发布会上，宜春市大

数据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宜

春市依托赣西云数据中心和大数据

平台，已累计打通57个部门的118

个业务系统，汇聚政务数据总量达

21亿多条，建设接口资源253个，

服务善政、惠民、兴业多个应用领

域，陆续为招生入学、公租房、不动

产、市域社会治理等20多个业务系

统提供数据支撑服务。

据介绍，宜春市入学报名“网上

办”系统通过打通共享户籍信息、房

产信息、公租房信息、用气信息等9

大类数据，实现了入学报名“零见

面”“零跑腿”“零证明”，极大地方便

了学生入学报名，惠及全市10万余

学生家庭。公积金业务依托市级大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全程“网上

办”，通过各部门数据共享核验，实

现了公积金单位清册业务全覆盖，

线上办理率达90%以上。公租房

App通过市级大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实时对接不动产、商品房合同备

案、公租房、户籍、水气等信息，实现

数据在线比对，公租房的受理和审

核时限由原来的60个工作日，压缩

至3个工作日，充分体现出“开发小

程序，惠及大民生”，百姓再也不用

“跑断腿、磨破嘴”，极大提升了群众

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浙江金华：强降雨水位上涨 保安全紧急泄洪
5月27日开始，浙江省金华市各地陆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境内的衢江、金华江、兰江等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果

断采取紧急放水泄洪措施，确保沿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图为金华市金华江河盘桥枢纽正在紧急放水泄洪。

新华社发（胡肖飞 摄）

本报讯 夏莉 记者杨虹报道

第九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期

间，环保观察团走进“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北京

市平谷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枯枝烂叶过“桥”变宝的“生态桥”

治理工程让有“中国桃乡”之称的

平谷区走上了一条绿意盈盈的发

展之路。

2017 年 1 月，平谷区探索基

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创新启动了

“生态桥”治理工程。刘家店镇副

镇长孙亮介绍说，“平谷区地处北

纬 40度，昼夜温差大，是桃树种

植最适宜区域之一。刘家店镇桃

树种植面积 2.3 万亩，过去，大家

伙儿都是把果树修剪下来的废弃

枝条当成柴火烧了，造成空气污

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区政府

统筹政策、资源、技术、资金，建设

有机肥生产厂房，购置生产设备，

承担生产加工成本，以刘家店镇为

试点，对企业生产的有机肥按每吨

50元给予补贴，如此一来，镇、企、

村有序联动，建立起‘资源—农产

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良性生

态循环模式。”

在刘家店镇“生态桥”国桃基

地，果园废枝叶、畜禽粪便粉碎混

合发酵制成有机肥还田，促进环

境改善、土壤改良、水质改进、大

气改优，在农业生产废料与可循

环再利用资源之间架起了一座

“生态桥”。刘家店镇还鼓励农民

把果树枝条等农业废弃物统一收

集，运到“生态桥”工厂，1吨废弃

物可兑换 1吨有机肥或是其他生

产生活资料。

北京平谷区搭起“生态桥”完善基层治理
建立良性生态循环助力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