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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存量要空间
点燃高校经济新引擎

如何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得更
大、更强。今年以来，西溪街道找准产
业定位，深挖辖区高校经济优质资源，
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

近期，杭电数字经济创新科技园举
行“海洋通讯研究所”成立揭牌仪式，该
所由园区企业杭州齐芯微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与浙江海洋大学合作成立，将依
托大学领先的5G海洋通信技术与园区
企业开展合作。

高校的科研实力和企业的产业化
能力是一种“双向奔赴”，街道起到的是

“红娘”的作用。“不能让高校老师的科
研成果放在‘抽屉’里。”西溪街道相关
负责人介绍，街道通过加强与杭电重点

院系、技术转移中心等创新平台的沟通
对接，深挖平台资源，全力推动创新成
果转化。而企业在碰到技术壁垒的时
候，同样可以找高校科研团队助其发
展。

产业发展需要空间。而地处老城
区的西溪街道辖区面积仅 3.02 平方公
里，既是文教重心区，又是居住聚集区，
随着城市发展，可用土地稀缺、可拓展
空间不足，成为制约该街道发展和产业
转型升级的瓶颈。

对此，在服务好高校技术项目落地
的同时，西溪街道向存量要空间、要发
展，不断拓展科创产业空间。

据了解，针对浙商大创业园空间资
源紧张的问题，街道坚持分类引导，优
化园区空间布局，提升园区发展效能。
目前已成功完成浙商大东扩，打造浙商
大创业园 2.0 升级版，拓展 9 号楼 8000

平方米招商空间。
今年来，西溪街道重点加强四大高

校经济载体建设，实施“一园区一方
案”，高效推进浙商大创业园扩园强园、
杭电创科园资源利用、浙师大科技园建
设招商等重点载体建设，引进高校经济
项目 22 个，引进企业 196 家，其中规模
亿元以上4家、5000万元以上6家。

看需求补短板
兜牢群众民生保障底线

做大“蛋糕”的同时，更重视分好
“蛋糕”。西溪街道补齐民生短板，让发
展红利有效转化为民生福祉。

“终于找到组织了，住了几十年的
老房子，现在也有了小区物业统一管理
了。”家住求智巷的居民议事会成员李
大姐说起小区最近的变化，笑得合不拢
嘴。过去，这里 17 幢楼房，588 户住
户，楼幢间被院墙分隔成多个独立的院
落，大多“各自为政”，没有小区的概念，
更不用说物业统一管理了。

最近，楼幢间200多米长的围墙被
拆除，拆出了 200 多个新车位，小区的

外立面整齐划一，小区绿化提升了 950
平方米，17 幢楼房有了一个共同的

“家”——下宁巷南区。
目前，西溪街道正全力推进无物业

小区清零行动，以求智未来社区为试
点，针对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且分散
的特点，因地制宜，摸索出符合街道实
际的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划分、物业
管理委员会组建以及物业引进的路
子。同时，街道纪工委在一线严监实
督，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地落细。

这是西溪街道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缩
影。在西溪街道，不仅老小区换新颜，
老人群体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都被
街道全方位关爱。

“每隔一段时间，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护人员就来了，还有家政服务人
员帮我们做做家务，聊聊家常。”家住文
教社区师苑新村的独居老人王阿婆，自
从接受了“家庭养老照护床位”和社区
卫生院“家庭病床”的“双床合一”服务
之后，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今年以来，街道打破以往老人到处
分头找服务的局面，让服务定向找老

人。以 6 张“家庭养老照护床位”为基
础，试点将民政部门的“家庭养老照护
床位”与卫健部门的“家庭病床”“两床”
合一，在医疗方面设定包含定期开展健
康检查、提供用药指导等 6 项常规基础
服务，上门进行康复训练等 3 项定制化
服务；在生活照料方面，提供助浴、理发
等 9 项常规服务；由老人根据实际需求
点单，提升老年人和家属在康复照护服
务上的获得感。

“一张床上，既能享受民政部门的
家庭养老照护服务，又能同时享受到社
区卫生院的医疗康养服务。”西溪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针对特定人群的特定需
求，要用“绣花功夫”，从城市社区的现
实基础出发，需求导向，补齐短板。

暖服务增福祉
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

最近，西溪街道总工会主席孟明星
在盒马鲜生碰到了老熟人快递小哥豆豪
峰，小豆拉着孟明星的手说：“下次有暑期
夏令营，记得告诉我，我们还要来参加。”

今年 6 月份，小豆作为小哥学院的
首批学员，在这里圆了“大学梦”；紧接
着，他 12 岁的女儿，在小哥学院“小候
鸟”夏令营首期暑期公益夏令营完成两
周的学习。

小哥学院是西湖区针对“快递小
哥”“外卖小哥”“网约车小哥”等为代表
的新就业群体成立的专属学院，为小哥
们开展教育培训服务。在前期调研中，
西湖区发现，72.05%的新就业群体学
历低于大专，68.69%的新就业群体有
明确的受教育需求。

为此，西溪街道在西湖区委组织部
的指导下，依托党建共建校地合作平
台，在西湖区总工会支持下，联合浙江
开放大学采用学分制的方法和“线上+
线下”“教育+实操”相结合的授课方
式，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解决小哥工学
矛盾。课程设置从思想引领、学历提
升、性格优化和城市融入四个方面对小
哥进行全方位的培养。以学历提升为
例，小哥不仅可以享受大数据技术、工
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学历教
育，也有物流师、网络营销师等技能培
训。

“如果有一天小哥们不做小哥，也
能有能力再就业。实际上提升小哥的
就业能力，增加了他们参与共同富裕建
设的机会。”西溪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在小哥学院的基础上，西溪街道继
续推动服务资源下沉，惠及新就业群
体。比如集聚新乡贤人士为有意向创
业的小哥提供创业指导，街道总工会出
资为来杭“度假”的小哥等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开办暑期公益夏令营。

“要让这个庞大的群体能安全规范
地从业就业、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建设，
感受到城市温度、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安
全感。”西溪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西湖区西溪街道：下足“绣花功夫”把“蛋糕”做大分好
沈 琳 张胜美 靖豫杭

一条西溪河纵贯辖区，杭州西湖区西溪街道因河得名。

前不久，西溪河以东，下宁巷17幢楼房间200多米长的围墙被拆除，

原本“各自为政”的单独楼栋焕然一新，第一次有了小区的归属感。

而以西溪河为界往东走，你将看到高校经济正如火如荼，在老城区

逼仄的创业创新空间里，疯狂生长。

这是一次老城区“弯道超车”的尝试，探索共同富裕示范区街域发展

的过程中，西溪街道正在蝶变：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不断提升。

使命在肩，自我加压。今年以来，西溪街道不断积蓄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着力探索形成具有西溪特色的共同富裕模式。

（图片由西湖区西溪街道提供）（图片由西湖区西溪街道提供）

小哥“小候鸟”暑期公益夏令营

西湖区西溪街道下宁巷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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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日前，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推出了“众人议事
厅”应用场景，村民可以在这里反映各
类问题，通过数字赋能，有效破解信访
源头治理难题。

该应用是径山镇在助力余杭区争
创全省信访工作现代化示范区进程中，
充分利用“民主协商”品牌参与信访工
作的一次创新实践。

“众人议事厅”应用分为一个整体
协商智治驾驶舱和一个手机端微信小

程序。其中，驾驶舱主要由“全过程议
事分析、参议人画像、议题画像、村社画
像”4 个板块构成，通过分析议题来源，
重点关注群众议题比例，从而了解群众
提出的建议、诉求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地
转化为协商议题并最终落地。同时自
动抓取议题中的关键字，形成民意热点
词云，对高频敏感词语进行及时预警，
便于采取精准举措。

“通过‘众人议事厅’小程序，村民能
够实时在线咨询、提出建议，我们也能够

第一时间掌握村民的想法和诉求。”径山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打造“众人议事厅”
应用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远在外地创
业、就业、求学的中青年及乡贤群体突破
时间、空间的制约，参与到村镇建设的民
主协商和发表意见中来，不仅能够为群
众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还能够深入分
析民情民意，切实聚焦群众关切，推动一
批协商事项落地见效，预警一批信访矛
盾及早化解。

据了解，“众人议事厅”应用试运行

以来，共收集问题建议503条，目前已办
结495条，问题办结率98.4%，群众建议
转化为群众议题63件，协商落地63件。

径山镇的“众人议事厅”是余杭区推
动信访工作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余杭区正全力争创全省信访工作现
代化示范区，径山镇作为余杭区信访工
作现代化镇街试点，在信访治理工作上
不断探索，以自治、德治、法治、智治“四治
融合”不断推进信访治理。以小古城村
基层民主协商“四议六步法”为法宝，持续

擦亮“党建+信访”工作品牌，突出发挥民
主协商作用，从“线下到线上”“从村里的
大事到家门口的小事”“从邻里调解到产
业发展”，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值得一提的是，径山镇在创建信访
工作现代化示范镇过程中，根据村庄实
际情况，修订完善《村规民约》，以德治

村、以德育人。同时还充分整合利用了
“共享法庭”等各类基层资源，更多涉
诉、信访纠纷通过“众人议事厅”“共享
法庭”等载体得到有效化解。如今，一
幅遇事共商、家园共建、村民共治、成果
共享的新时代乡村绚丽画卷在径山镇
舒展开来。

余杭区径山镇打造“众人议事厅”线上小程序

巧借民主协商助推信访工作现代化
宛 琼 胡仁杰

径山镇小古城村村民共商村务事宜 余杭区径山镇供图

垃圾分类，让城市“越分越美”。
近年来，上虞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为引领，以社会化、专业化
双轨战略为抓手，科技赋能、智引治理，
把握数字高地建设的时代要求，推行

“一村一数据”，探索数智化模式，全面
提升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水平，实现生
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走出了
一条具有上虞辨识度的垃圾分类实践
路径。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点任务，而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是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需

要破解的难题。
按照“先行先试、逐步推广”的原

则，去年 9 月，《上虞区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村创建工作方案》出台，根据虞
北人口集中且外来人员居多、虞南人口
分散且常住人口偏少以及各村民风民
俗实际等，在全区20个镇街各选择1个
行政村进行先行试点，不拘泥于形式，
探索各自切实可行、符合当地实际的垃
圾分类模式。

小 越 街 道 倪 梁 村 启 动 垃 圾 分 类
“四定一撤”工作模式，实现源头分类、
移动收集、主动投放、安全运输；丰惠

镇南源村依托百姓群、班子群、乡贤
群、党员群和数字化平台等“四群一平
台”，实行垃圾分类闭环式长效管理机
制；长塘镇桃园村利用“数智网格”，形
成由一群党员、一名微网格督导员、一
辆收集车、一把智能秤、一台手持终
端、一张芯片卡、一个数字化平台等

“七个一”组成的农村垃圾分类智能闭
环全链条⋯⋯

随着各先行示范村试点工作的扎
实推进，上虞区逐步探索形成“一镇一
村一品”具有村域文化文明特色的垃圾
分类模式。

从垃圾分类“四定四分”处理体系
建立，再到“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管
理，上虞区高标准定位、高强度推进，让
垃圾分类工作“顺时随俗”。

目前，各先行示范村均已安装智能
垃圾管理系统，采用前端装有便捷感应
芯片的智能分类桶，在推动源头减量的
同时，进一步完善分类投放收集系统和
运输系统，设置简便易行的垃圾分类投
放装置，合理布局分类收集设施设备，
提升分类处理能力，防止生活垃圾“先
分后混、混装混运”。

如盖北镇珠海村创新探索分类实

名制、编码识别等运维方式，运用智能
垃圾分类设备，建立源头溯源制度，实
现从人工统计到物联网感知转变、从数
据碎片到数据共享转变、从多头并行到
资源整合转变，切实让“人工跑”变为

“数据跑”。
在先行试点中，上虞区突出“数字

赋能、靶向治理”，将先行示范村的分类
数据实时接入全区生活垃圾大数据监
管平台，规范行政村及第三方公司的平
台应用数据，重点结合人均日周月等周
期垃圾回收量、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的
占比等关键数据，形成“一村一数据”，

加强日常数据分析研判，从而判断垃圾
回收率、分类准确率等，实现数字化精
准监管。截至目前，全区已实现对 20
个乡镇街道 111 个行政村以及 45 个中
转站、138 辆垃圾收运车辆全流程数据
化管理。

随着区级生活垃圾分类智能监管
平台、村级智能化垃圾分类监管平台的
投入使用，上虞区逐步构建起垃圾分类
数字化监管网络，重点设置两分法，实
现对垃圾收集率、分类准确率等关键数
据的实时更新与监测，做到“一屏掌握、
集成监管、数据治理”。

下阶段，上虞区将继续因地制宜
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创新探索，提升数
字化赋能管理效率和分类准确率，争
取年底前基本实现垃圾智能化分类村
全覆盖。

上虞：一村一数据 让垃圾分类更“智慧”
孙 良 余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