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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揣着
“民情日记”走街串巷，了解群众实际
需求，解决了实际问题，密切了干群关
系。“民情日记”书写 20 多年，其精神
实质是为民办实事。

“民情日记”改进工作作风，推动
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掌
握民情，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双向增进感情，这是一个联系
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也是一个向人
民学习、接受教育的过程。

“民情日记”的生命力在于管用有
效。2022 年，“民情日记”交出了令人
满意的成绩单，一连串的数据背后，是
嵊州群众从“民请日记”实践中得到的
真实惠。遇到难题时，刷“民情日记”

找方法，同行交流长本领，党员干部也
进一步提升了工作能力。

“民情日记”发展的秘诀是与时俱
进和创新。坚守为民服务，但不固步
自封。从纸质日记到数字场景，从日
常琐事到共富大计，从“民情日记”到

“企情日记”，从“单打独斗”到组团服
务，载体在升级、内涵在转变、领域在拓
展、力量在增强，民情日记始终在创新，
始终与时代同步。在未来发展中，“民
情日记”也要继续用好效果导向的数
字赋能，避免可
能出现的各式各
样的形式主义。

（作者系中
共浙江省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主
任、教授）

“民情日记”的精神实质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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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记搬到“云”上去！从借助微
博、微信组建“民情微群”，实时发布民
情动态，实现在线互动沟通，到“浙里
民情”应用正式上线，重塑传统“笔上
纸上”的工作体系⋯⋯利用数字化理
念和技术，“民情日记”的新形态不断
涌现。

“就和发朋友圈一样，非常方便。”
在雅璜村，00 后驻村选调生胡佳薇工
作不满 4 个月，“浙里民情”应用已成
为她扎根乡村的“云助手”。在她的记
录中，有反映村民手工筛选香榧效率
低、土特产销售渠道不畅等问题；也有
发现偏远自然村取水难，提出打井取
水的点子，她打开手机就能随时翻看
思考。

更多心得和“金点子”，也在平台
上集中收录、实时共享。系统后台自
动抓取干部日记中的高频关键词，智
能分析实事热点。每日热帖还会登上
平台的“最热”版块，帮助党员干部互
相学习、参考交流。

“工作中碰到难题，我常会刷一
刷民情动态，或者在线向别人请教。”
嵊州市三江街道丹桂社区党总支书
记沈爽上任不到三周，就和居民打成
一片，秘籍便是翻阅前任书记留下的
电子日记。社区的外出务工人员、空
巢老人等详细情况在日记里一应俱
全，充足的功课让她接手时不会“两
眼一抹黑”，和居民沟通时也更能产
生共情。

数字化的应用，也为系统治理、制
度创新打下了基础。相比传统从走访
记录到落实办理的“直线型”流程，“民
情日记”触网后，将这条直线变成了一

个圆，打开了事项办理多跨协同、“全
周期”闭环处理的新格局。

不久前，在嵊州市剡湖街道龙会
社区，驻社指导员许兰娟走访时，有
沿街经营户向她反映，自己多承担了
公共设施的水费。由于牵涉部门多，
许兰娟立即通过“浙里民情”应用上
报，通过平台的统筹调度，环卫、城
投、水务等单位协同配合，迅速落实
解决方案，最终为经营户挽回了经济
损失。

如今，村社工作人员和网格团队
在现场无法立刻解决的问题，能够在
掌上“一键转发”求助，通过系统后台
及时分流、赋分“派单”，整合相关职能
部门、社会组织、共建单位、乡贤、志愿
者等力量，“抱团”合作高效解决。

“‘民情日记’连通大数据，像是抛
出了一块‘试金石’，不仅能够检验干
部作风，还能营造良好的比拼氛围，更
好地为民服务。”嵊州市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说，目前，“浙里民情”应用已打
通公安、民政、农业农村等多部门数据
库，“民情触发”“民情处置”等功能在
线开放，还推出了民情评价、民情榜单
等版块，鼓励全体党员干部亮出“足
迹”，同台竞技。

据统计，“浙里民情”应用上线至
今，已记录干部走访情况 28.8 万余
次，归集民情日记 31.8 万余篇、民情
事项 17.9 万余条，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4100 余个。接下来，嵊州计划进一
步推动“民情日记”与“浙里兴村治
社”等数字化应用有机融合，提升整
体运行效能，让“民情日记”写出更多
新故事。

数字化提速度，多跨协同高效解决数字化提速度，多跨协同高效解决

面对经济、民生的新需求新问题，嵊州写好新时代“民情日记”——

百姓事，一本通
本报记者 阮 帅 肖淙文 共享联盟·嵊州 闾高桥 陈链芳

“民情日记”，常写常新。
时代的发展，对“访民舍、记民情、想民心、议民事、解民难、帮民富”提出了更高

要求。
当下，面对日益丰富和多元的民生需求，面临抢先机、拼经济的热潮，“民情日

记”如何第一时间跟进群众和企业的所急所盼？借力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民情
日记”又如何升级蝶变，实现高效处理、效能跃升？带着一连串疑问，记者来到嵊
州，探访“民情日记”的新变化。

上任半年，嵊州市石璜镇雅璜村驻
村干部丁树鑫已写下许多篇关于该村的

“民情日记”。不久前，在走访串门的过
程中，他观察到不少村嫂赋闲在家，既没
有收入，生活也比较单调，随即在“民情
日记”中写下一个新计划：邀请专业老
师，组织村嫂学习制作手工编织品，再进
行集中展销。“这样不仅能给村嫂们增添
收入，还能丰富她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翻开日记本，满满的民生需求映入
眼帘。修水龙头、补墙缝、添砖瓦⋯⋯
无论多么细小的事项，都得到了认真解
决，这背后，是基层干部们扎实的脚步
和作风。

不过，日记中的“鸡毛蒜皮”越来越
多，也引发嵊州人的思考：如何制度化
解决繁复的同质化内容？

对此，嵊州在全市划出了 1072 个
网格、7103个微网格，建立起网格常态
化走访、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双挂联”、
民情“微心愿”认领等机制，将八成的

“琐事杂事”解决在一线。高效的制度
运转，解放了干部们的手脚，让他们腾
出更多精力，得以走得更深、看得更细。

不少人发现，如今的“民情日记”，
总是直击民情痛点、难点问题。提升群
众收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
文旅、推动精神富裕等事项，成为干部
解题的聚焦点。

“我们对百姓急难愁盼的了解清晰
多了，也抓住了村庄发展的牛鼻子。”雅
璜村党委书记朱光军说，了解到村民普
遍希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村里立即谋

划把“民情日记”发源地这张“金名片”融
入美丽乡村建设，先后建成“民情日记”
纪念馆、民情广场、民情长廊等，打造绍
兴市党员干部红色教育基地，引来了“流
量”，村中还顺势而动修建了游客中心和
慢生活古街。如今靠着农家乐和精品
民宿，不少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

聚焦这些重点事项的同时，“一老
一小”、残疾人、低保户等需要特别关注
的群体，被“民情日记”不断推到台前。

最近，家住嵊州浦口街道桃源社
区、90 岁高龄的沈老太收到了一份礼
物，此前，社工宋玲洁走访时发现老人
腿脚不便，在“民情日记”中记下后，为
她申请了一把轮椅，并上门辅助她练
习使用。近年来，高龄、空巢老人等特
殊群体在“民情日记”中的分量越来越
重，专职网格员每日联系、每周走访、
每月陪护，及时记录、处置老人们的急
事难事。据“民情日记”的记录，自
2022 年初至今，嵊州党员干部已探访
老年人 37.4 万人次，办理为老民生小
事 5.9 万件，处置涉老安全隐患事件
480余起。

“‘民情日记’的初心没变，而服
务形式一直在完善升级。”嵊州市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建立了
全市机关干部“民情大走访”、“固定
下村日”等制度体系，“点对点”开展
走访、对接。嵊州还通过举办“民情
日记”大讲堂、“民情周”等系列活动，
鼓励党员干部“沉”入百姓，用脚步精
准丈量民情。

精准丈量民情，聚焦民生重点事项

去年，嵊州市集中签约、开工、投产
的重大项目合计 48 个，总投资超 317
亿元，比亚迪、长鸿生物、贝达药业、晶
越半导体等优质项目陆续入驻，新能
源、新材料、高端生物医药等领域发展
势头强劲。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
这些重点企业和项目也迎来了赶订单
的热潮。然而在生产的“黄金期”，不少
企业却碰到了招工难等问题。

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抢抓“开门
红”，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浙
江省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
工程”的背景下，“民情日记”扮演起了
为企业“雪中送炭”的角色。为了帮助
市场主体把握机遇，嵊州进一步扩大

“民情日记”的服务范围，900余名党员
干部把服务从田间地头延伸至企业的
厂房和车间，成为驻企服务员，记录、传
达企业的诉求，帮助企业破解难题，打
造创业创新沃土。

“新厂房预计今年 5 月就能投入生
产！”近日，浙江海威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在嵊州的新厂房即将迎来首批设备，董
事长王承永连连为“民情日记”点赞。
去年年底，该企业急需扩充产能，但生
产场地有限，项目进展受阻。通过驻企
服务员的记录和反馈，嵊州经济开发区

（高新园区）仅用时两周，就帮企业找到
了一个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新厂房。

如今，驻企服务员们正扎根企业生
产一线走访调研，针对产能恢复、后勤保
障、资源供给等内容，写下一篇篇“工厂日
记”“车间日记”，为企业巧解难题、出“金
点子”，助力扩产增效。“驻企服务员都经

过精挑细选，可以实现重点企业‘一对一’
精准服务。”嵊州市企业服务员管理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说，他们会优先选派了解经
济工作、熟悉企业情况的干部，在“面对
面”传达惠企政策，协助企业兑现政策红
利的基础上，精准记录企业碰到的难题，
及时联络、反馈，协同相关部门解决。

新年伊始，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
为了提升产能，急需一批工人，但短期
内的“用工荒”阻碍了进展，企业管理者
十分着急。通过驻企服务团队了解情
况后，嵊州市人社局第一时间在线“接
单”，迅速为企业“一对一”定制解决方
案。很快，一辆辆招工大巴整装出发，
帮助企业去省外定向招工，市人社局还
通过组织专场招聘会、开放“零工市场”
等方式，邀请企业摆摊，精准招收工人。

随着“民情日记”的领域和内涵越
拓越宽，其书写者也早已不再“单打独
斗”。近年来，嵊州组建起涉及投资、数
字经济、法律保障等 10 方面的 65 个专
家团组，形成“智囊团”，针对驻企服务
员提交的“民情日记”内容，定向答疑，
并帮助企业解读政策、出谋划策，积极
保障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为企业安
心发展营造优良氛围。相对复杂的问
题则会“坐上直通车”，由市领导挂联

“坐诊”，各部门专题研商集中“会诊”，
并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企
情收集、记录、上报、交办、反馈全流程
移动化、信息化。

据统计，自组团服务启动以来，已
开展活动近 400 场次，实现 1100 余个
涉企问题100%回应。

解难题出点子，打造创业创新沃土解难题出点子，打造创业创新沃土

驻村选调生胡佳薇（右）和村干部通过“浙里民情”应用，分析近期民情热点。

驻村指导员丁树鑫（右）正在村民家中走访。

驻企服务员金煊弈（右）在嵊州市三恒工具有限公司车间走访。

雅璜村新貌雅璜村新貌雅璜村新貌

驻 企 服 务 员
史遇佳（右）在嵊
州市森诚纺织有
限公司车间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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