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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接合部是公共服务供需错配的
突出之地，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这些
问题。

在城乡接合部这个特殊地带，涉及
“业”“居”“文”“产”“城”“人”多种要素，核
心要素是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实现
人的效用最大化。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加快，集聚在城乡接合部的不同群体之
间，不管是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要
求，还是在文化素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需求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性，
这就对多元化的就业、居住、服务供给提

出更高要求。而实现供需
匹配的前提，在

于 精

准获取群众需求，针对性提供相应供给。
因此，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需

要把居住在所辖区域内的人员发动起来，
一起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改善居住环
境。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
广泛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
此外，人机融合，以“智治”带共治，用好数
字化智能技术，可以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的
科学化、智能化、信息化、专业化、精细化
水平，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覆盖
面更广、速度更快的平台。

也就是说，通过一个“集聚—融合—
提升”的动态过程，使城乡接合部真正成
为一个宜居宜业、产兴城兴之地，使得不
同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能在这里得
到满足。

（作者为宁波海曙区委党校
教（科）研室副主任）

城乡“智治”关键在人
韩 欢

声音

看着藕池工业园升级改造项目启动
施工，李小平很兴奋。作为古林镇藕池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他知道，这次升
级改造除了确保村级经济可持续发展外，
因厂房、农田、住宅交混造成的治理问题，
也将陆续得到有效解决。

身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前沿地带的
城乡接合部，由于土地利用情况复杂且变
化较大，往往会成为规划管理最难管控的
区域之一。其中，工居混杂形成大量的

“低散乱”企业就是最直观的表现之一。
藕池村地处三个乡镇交界处。多年

来，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大量中小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陆续涌入，在活跃当地经济的
同时，也因缺乏有效规划和管理，不仅亩
均产能低下，而且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不过，这些都将改变。据介绍，这里
将通过积极引入大数据、区块链、智能制
造等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打造集研发、制
造、服务等业态于一体的未来智慧园。

在李小平的想象中，未来这片区域将
拥有明亮宽敞的办公楼、整齐有序的厂
房、笔直宽阔的街道，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文明水平大幅提升。但他不知道的是，如
果不是运用数字化手段，这个美好设想的
实现时间至少推迟一年。

在海曙，工业园一共有88个，加之其
他零散工业用地，占据了全区工业用地的
近 76%。在海曙区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
邱少军看来，这些工业集聚点能否改造成
功，既关乎全区的整体产业布局，也极大
影响着城乡接合部产、城、文、人融合的成

效。
“文明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产

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相辅相成的
是，产业提升和人才引进是提高文明素养
的重要途径。”邱少军认为，从某种程度上
讲，产业的增量提升将对一个地域的文明
水平产生质的影响。

但是，1 万余家工业企业，规上规下
分别是哪些？分布在什么位置？是国有
土 地 还 是 集 体 土 地 ？ 公 司 性 质 是 什
么？⋯⋯要将这些工业园区的企业类型、
土地性质、产业结构、区域特色等情况调
研清楚，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数据赋能，让难题变得简单。”海曙区
工业园区升级改造推进管理中心主任王旭
告诉记者，他们依据实际调研结果，结合区
经信等部门提供的数据，经多次调研和探
讨，建立了工业园区数据库，再通过大数据
分析手段对工业用地特征、工业用地权属、
工业用地企业类型、企业亩均税收、工业用
地开发强度等进行详细分析，最终绘出了
全域规划“一盘棋”的全景图。

这个“棋”局，不仅结合海曙区工业园
区升级改造专项规划，明确了每一个园区
是原址升级还是腾挪集聚，未来改造升级
方向也一清二楚。此外，因涉及村集体、
村民、园区内企业等多方权利主体，最难
解决的合作模式也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
形成“带方案出让 配建村级资产”“飞地
安置 土地整治”等7种参考模式。

如此，产、城、文、人融合，在海曙区借
力数字化手段对城乡接合部进行一体化
布局提升中，有了更为美好的愿景。

数据精准赋能 激发产城融合数据精准赋能 激发产城融合

这是一个和煦安静的下午。
海曙区石碶街道综合指挥中心的

“数智石碶”大屏上，陆陆续续跳出一
条条信息：

“石碶北路锦杭百货附近发现出
店经营”“雅渡公园附近人行道有车辆
违停”“益智新村垃圾站垃圾箱满桶”

“滕家点发现一只流浪狗”⋯⋯
一个个表格自动生成的同时，这

些问题都被实时智能流转给城管或环
卫等对应职能部门，相关人员赶到现
场处理完毕报送平台后，系统会自动
显示“已处理”。用时最短的，5 分钟
就解决了。

有人好奇，问题是怎么收集的？
石碶街道党工委书记孙妙芳“卖起了
关子”：人、机都有可能。

在海曙，石碶街道不是面积最大
的，但因宁波栎社国际机场近在咫尺，
宁波轻纺城等重要市场和一大批企业
汇聚于此。这个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
多、居住人员复杂，基层治理面临很多
痛点难点。“以往，我们主要依靠精细
化网格管理的方式推进，但一直存在
网格长力量不足问题。”孙妙芳认为，
解决的关键，还是要把居住在辖区的
人都发动起来。

因此，除了通过在辖区各处安放
70 个智能设备，主动观测、快速判断
和精准定位垃圾堆积、跨店经营、游商
摊贩、机动车违停等9类不文明现象，
石碶街道还在以往反映问题较多的学
校门口、商铺、垃圾站等处贴上了两万
多个“全域码”，走过路过的群众只要
发现问题就可拍照上传，扫描时会自
动显示所在位置。

去年初，90 后江西小伙李航来
到位于石碶街道的一家企业上班。
在 逐 渐 适 应 当 地 生 活 的 过 程 中 ，

“智治”也悄然融入并改变着他的工
作生活方式。“除了可以随时随地上
传不文明现象的信息，我租住房屋
内外的电表、水表、煤气阀、灭火器、
防盗窗上均有一个专属二维码，需
定期扫描上传情况。此外，家里的
垃圾桶也安上了带有‘芯片’的身份
证，只要垃圾投放处的扫描器一扫，
我的参与率、准确率等都会被精准
记录。”李航说。

在“智治”的促动下，生活在石碶
街道的每个人，都成了当地社会治理
的“助手”，效果立竿见影。据统计，该
街道如今日均处理事件 250 件左右，
是平台建设前的 2 倍多，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不文明现象投诉率却较
去年同期下降超过30%。

资料显示，今年石碶街道十大民
生实事工程，如雅戈尔中学扩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迁建、华盛菜场改造提
升等，均为“数智石碶”搜集分析的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而越来越强的归属感，也让人们
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改善居住环境的
积极性变得越来越高。据统计，石碶
街道现有志愿者1800余名，较去年增
加了6倍。

如今，在上下班高峰期的重要路
口，在集中治理违停共享单车现场，在
专项整治老旧小区开展楼道杂物、小
广告清理活动中，在对重要交通干道、
宅前屋后、沿街商户等进行环境治理
时，都有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人机高效协同 共建共享和谐人机高效协同 共建共享和谐

破解城乡接合部治理难题，宁波海曙区依托数字化改革赋能

文明“智治”，治出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万笑影 王 健 共享联盟海曙站 孙 勇

宁 波 市 海
曙区的一处公交站台
上，候车的居民边惠波，问了句
还有多久到，智能语音系统立刻告知了答
案；晚上散步时，居民朱令发现马路牙子有坑洞，通过
集士港镇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定位和破损图片，几个小时后专业维修人员
就赶赴现场修补⋯⋯

在今年初公布的首批“省数字生活新服务样板县”名单中，海曙区成功入选。这里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智慧，文明新风不断刷新着城乡风貌。
2016 年，宁波行政区划调整，29.4 平方公里的老海曙纵深向西，面积增加 20 倍，原本的城市空间格局被打破，老城边缘“弯”出一道弧，约 30 平
方公里成了城乡接合部。

如何把每个村社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智治’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海曙区文明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拓展数字化服务场景、构建问题处置闭环、探索“全域码”等一系列智慧化举措落地，让这些曾经的“后进镇村”实现
了弯道超车。据统计，海曙区目前共有国家级、省级文明镇村 17 个，其中 8 个位于城乡接合部。

初春时节，徜徉在这些“夹缝”地带，记者发现，治理方式的革新，不仅带来了生产生活上的变化，推动城乡文
明交融的烙印延伸，还促进了人们思想深处的观念变革。

今年 67 岁的金小英不是土生土长的高桥人。
9 年前，在海曙老城区西门口住了几十年的金小英，
因房子拆迁搬至高桥镇。“刚开始还真不适应！”用她
的话来讲，原来住的地方，公交站就在家门口，走几步路
就到农贸市场，道路干干净净，生活舒适又方便。

搬迁后，虽然住的是镇上第一批商品房，但她还是“傻
了眼”：不仅一些大街小巷道路一遇下雨天就泥泞不堪，马
路两边堆积着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公厕垃圾箱等卫生基
础设施严重不足，就连充个公交卡都要坐 1 个多小时的车
去城里办理。

其实，让她不适应的，几乎曾是所有城乡接合部的“顽
疾”。“这个城市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特殊地带，既不是完全的
城市，又不是纯粹的农村，不同的就业方式和社会保障体
系，不同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造成很多人一提到它，就
会想到脏乱差。”宁波海曙区委党校教（科）研室副主任韩欢
认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既有本乡本土的农民，也有市中
心拆迁的城市居民，还有外来务工人员，因此，群体的复杂
性也使公共需求变得日益多元。

面对缺位的公共服务，高桥镇用“智慧”开出了一剂又
一剂“良方”：持续打通数据壁垒和拓展服务，不仅镇公共事
务服务中心可办事项越来越多，一些偏远的乡村配备了24
小时自助服务终端；因为大小河流、支流繁多，为了预防儿
童因擅自游泳玩耍发生溺水事故，一种可通过分级界定框
定、人物动作自动判断危险与否的智能摄像头，被安装在渡
口及部分沿岸、水库、埠头等⋯⋯

去年4月，高桥镇推出了一张书香电子图，只要在手机
上点一点，不仅能获知全镇 36 个书香馆舍的地理位置、特
色亮点，还有各种方式的路线图。于是，年轻时就热爱读书
的金小英，不但常常往高桥社区图书馆跑，还按“图”索骥，
去了好几个位于其他村社的书吧，以及位于市区的图书馆。

镇公交半小时一班，去哪个村社都方便；乘坐家门口的
地铁，半个小时就能到海曙区图书馆。天高气爽的时候，骑
着电动自行车，沿着宽敞整洁的镇村道路，顺着清澈见底的
溪流，顾盼之间，鳞次栉比的楼房一眼望不到尽头。偶尔停
下来，到文化公园和广场上走一走，徜徉于美丽风光中，别
提有多悠然惬意了。

“环境变美了，生活便利了，心情舒畅了。”在海曙，和金
小英有一样想法的，还有很多人。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份
舒适生活的背后，是当地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的一个又一
个梗点。

住在城乡接合部的人都知道，在这片一头连着城市一
头连着乡村的区域，很多问题仅靠当地政府是很难解决
的。因此除了部门之间的对接机制，海曙区将 81890 求助
服务中心提升为数字化改革驱动的“协同中枢”，把80余条
部门首问热线整合在一起，打破部门间的壁垒，实现居民和
企业求助一号接入、一站高效解决。

最近，有居民向81890反映，地铁1号线高桥西出站口
往江南水岸方向，下雨天道路会积水。经过智能协同研判，
该问题自动流转至高桥镇。被“派单”的镇道路养护站和施
工方立即到现场查看，仅 1 个小时就给出了将会根据天气
情况尽快安排道路雨水管铺设的回复。

做精公共服务
提升全域品质

1. 宁波海曙区81890求助服务中心
2. 位于海曙区城乡接合部的高桥社区图书馆
3. 石碶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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