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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县社会治理中心综合服务大厅青田县社会治理中心综合服务大厅

治国安邦治国安邦，，重在基重在基

层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基层社会治理是国

家 治 理 的 重 要 组 成 部家 治 理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是国家长治久安的

基石基石。。

近年来近年来，，浙江各地浙江各地

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系，，推动社会治理现代推动社会治理现代

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基础，，并产生了良好的并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应社会效应。。

本专题联合浙江省本专题联合浙江省

新型重点培育智库浙江新型重点培育智库浙江

省社会治理与传播创新省社会治理与传播创新

研究院研究院，，对部分具有典对部分具有典

型性的实践案例加以介型性的实践案例加以介

绍绍，，展示浙江社会治理展示浙江社会治理

体系建设的新成果体系建设的新成果。。

悠悠瓯江水，连绵青青山。
丽水青田，是“一块石雕镌刻尘封

时代记忆”的石雕之乡，是“一方人文激
荡璀璨历史脉搏”的名人之乡，是“一封
家书写尽三百年沧桑岁月”的著名侨
乡。

这里是“全球买、全国卖”的世界超
市、购物天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何发挥山水资源及侨贸高地优

势，让治理现代化助力高质量新发展格
局的形成？青田给出了漂亮的时代答
卷。

青田人民守正创新，以“融治理”助
力经济社会新发展。2023 年上半年，
青田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和低收入农户
收入增幅均居丽水市第一位，全省山区
26 县考核排名从 2021 年的第 24 位跃
升至2022年的第9位，为浙江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新画
卷。翻开侨乡蝶变新篇章，我们可以读
到青田新时代新发展的治理新密码：各
项治理工作融入青田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多部门联动、多主体参与、多领域开
展，构建起一体化融合的政务服务体
系，融汇全球性优势资源推动侨乡新发
展，打造了炫目的共同富裕闪亮新名
片。

多部门联动 多领域开展
青田“融治理”
新模式诞生

青田是丽水经济大县、人口大县、
侨情大县。儒家的“仁爱”文化与刘基
的民本思想在青田代代传承。“浙西南
革命精神”与“发展第一、群众第一、奉
献第一、创新第一”的滩坑精神共同组
成了青田新治理理念的红色根脉，在亲
清暖心的政务文化引领下，青田形成了
法治化、人性化、精细化、体系化的“融
治理”新模式，助推青田成为和谐有序、
绿色文明、创新包容、人人共建共治共
享的幸福家园。

这片浙西南红色文化根脉深厚的
土地，养育了一代代敢打拼天下、敢创
新探索的青田人。全县有海外华侨华
人、港澳同胞 38.1 万人，分布在世界
146 个国家和地区，侨务资源居全省县

级第一。长期以来，青田县的基层
治理面临“矛盾主体多元、纠纷类
型 多 样、平 安 大 局 多 重 ”复 杂 局
面。为有效破解基层治理难题，青
田县坚持经济建设与社会治理两轮
并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于上世纪90年代起在季宅乡先试
先行，创新探索社会治理体系，2009 年
初步形成以“早介入、清现场、明是非、
解怨恨、重结果”为核心的“五步调解工
作法”的“季宅模式”。2023 年青田县
季宅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获评“全国模范
人民调解委员会”，“季宅模式”成为有
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鲜活样板。“季
宅模式”推动青田从传统治理向“融治
理”转型，实现了“由三治向四治提升、
由上访向下访转换、由调解向治理拓
展”三个转变，全县超九成村社创成
民主法治村社，矛盾纠纷调处成功
率达 99.8%，实现省平安县“14 连
创”。

从“季宅模式”到“融治理”，青
田县将“季宅模式”中蕴含的“融治
理”经验向其他社会治理领域拓展，
在治理标准化、系统化、全域化、融合性
上迭代升级，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融治理”强调“点线面”结合、“条
块融合”，汇聚各种治理力量推动治理
效能提升，聚焦治理机制共建，推动治
理标准立起来、治理力量融起来、治理
效能提起来；“融治理”坚持把源头治理
作为治本之策，聚焦问题融合共治，推
动社会问题源头化解处置；青田县坚持
把协同联动作为关键之举，聚焦多元共
治，“情理法”结合，做到办结一件事，服
务一方人，做到以群众满意为本。2023
年7月，青田县荣获全省“治理重复信访
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及依法维护信
访秩序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称号，县信
访局被评为 2022 年浙江省“人民满意
窗口工作成绩突出集体”。

一盘棋布局 一体化融合
“融治理”助推
华侨要素回流

近年来，青田依托侨乡优势，探索
为侨服务的“融治理”模式，解决华侨回
国投资、兴业、办事及子女入学、纠纷解
决等问题，不断拓展涉侨服务平台，推
进海外华侨办事“远程办”“快捷办”“便
利办”，助推华侨要素回流。2023 年 6
月，该县“深化涉侨回乡投资落户便利
化改革”案例，获评全省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第一批“最佳实践案例”。

青田县创新打造以“一侨情四服
务”为核心的“数智侨务”综合服务应
用。一侨情是指，侨情数据打通，搭建
侨情数据库，可视化展现每个国家和地
区华侨实际情况，为开展海外应急救

援、远程服务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四
服务包括：政务服务融合，整合户口登
记、定居审批、税务专区等涉侨高频事
项设置政务服务专区，提供“远程认
证”，推行“全球代办”，架起跨境办事

“服务桥”；司法服务融合，依托“检侨之
家”“侨解纷”等司法办案绿色通道，打
造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有效满足海
外华侨的诉讼需求；双创服务协同，针
对侨商回归投资存在“不了解、不敢投、
不会投”的堵点痛点，打造涵盖多领域
的项目超市，实现项目网上挂牌；社会
服务融合，依托全国侨汇结汇便利化试
点，重点打造侨汇结汇特色应用。打通
外汇局、侨办、侨联、公安、民政、卫健等
部门数据壁垒，推行“一站受理、并联审
批、限时办结”审批服务新模式。搭建

“安居平台”，回国办事按下“快捷
键”；搭建“兴业平台”，项目投资跑
出“加速度”；搭建“绿色通道”，企
业开办驶入“高速路”。如青田阿
卢切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可在
国外通过浙里办 APP 远程签署电子

文件，跨国完成企业开办。
近年来，青田优化“融治理”服务体

系，实现为侨服务“暖心办”，实现事项
办理从“华侨跑”到“数据跑”的突破，节
约华侨往返国内办事成本 5.74 亿元；实
现“华侨带着侨乡致富”到“侨乡带着华
侨共富”的转变，实现每人每年兑换
10—50 万美元外汇额度的重大突破；
实现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从“联动难”到
“一站式维权”的突破，构建公检法司

全覆盖的司法护侨工作体系，建立司
法办案绿色通道，进一步维护侨胞
侨眷合法权益。

全球性思维 全方位推进
“融治理”助推
侨乡发展新跨越

走出青田,赢回世界。近年来，
青田县立足侨乡优势，聚焦持续助推

“ 地 瓜 经 济 ”提 能 升 级“ 一 号 开 放 工
程”，构建了国外商品进口和国内产
品出口“优进优出”的“世界超市”特
色经济模式。如何让扎根青田的“地
瓜经济”根茎更强壮，向全球蔓延的
藤蔓更茂盛？青田“越洋出海，双招
双引”，全力推动“地瓜经济”提能升
级。目前，侨乡进口商品城入驻 297
家侨资企业，累计销售额突破 150 亿
元，农品城累计开设海外农产品专柜
100 个，海外仓 6 个，出口总额超 1 亿
美元。

青田发挥“融治理”模式的优势，
积极运用全球性思维，融合海内外优
势资源，推助华侨与侨乡双向奔赴，
促进“青田人经济”和“青田经济”深
度融合，构建新时代青田高质量新发
展格局。

推动华侨资源大县向华侨经济强
县转型，打造共同富裕侨乡样板。着
力实施“侨兴业、侨投资、侨支农、侨

普惠、侨数智”即“五侨联富”助共富
行动，为加快华侨要素回流营造良好
环境。以浙江（青田）华侨经济文化
合作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培育壮大侨
乡进口商品城等对外开放平台，引导
300 多家侨资企业入驻，累计销售额
突破 150 亿元。创新打造华侨总部经
济，精准招引英伟达联合创新赋能中
心 等 一 批 优 质 项 目 落 户 青 田 ，形 成

“华侨带着侨乡致富”与“侨乡带着华
侨共富”的双向互动。青田是“哈蒙”

（进口即食发酵火腿）产业聚集地，但
是该产业发展面临许可审查、品质把
控、品牌培育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经
过多方协同发力，市场监管总局 2023
年新版的《肉制品生产许可生产审查
细则》中，正式将进口发酵肉制品生
产许可纳入。青田还开辟许可审查
绿色通道，“哈蒙”切片产品得以在超
市、商场、直播间等渠道规范合法上
架.。

全力打好“出海牌”，建设世界青
田侨头堡。依托海外华侨渠道优势，
建设华侨（中国）农产品采购中心，建
立异地农产品在青集中检验一站式
出关模式，切实打造国内产品集中采
购、线上平台数据可溯源、国外联盟
联合销售的大型贸易集合体，实现国
外商品进口和国内农产品出口“一进
一出”同频共振。青田成立华侨海外
仓贸易促进会，打造了全省首支县级
海外仓队伍，涵盖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220 多名会员，建成 6 个海外
仓（其中一个省级海外仓）。

全力打好“振兴牌”，争创革命老
区现代化先行区。深化“百千工程”，
促成 101 个海外侨团意向结对 103 个
行 政 村 ，一 大 批 华 侨 帮 扶 1000 户 低
收入农户。聚焦健康医疗、新生代华
侨培育培根、乡村振兴等八大领域，
建立“世界青田人同心共富”公益项
目库。梳理推出《市县共富工坊政策
一 本 通》，建 成“ 侨 助 工 坊 ”“ 乡 村 侨
舍”50 家，辐射乡镇 20 个，带动就业
1800 多人，平均年增收 2.7 万多元，走
出创建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区新路径。

通过“融治理”模式的引领，青田
将进一步释放“华侨第一资源”的优
势，全面提升对外开放能级，抓好“一
区一镇一会一中心”建设，以华侨要
素回流工程统领中国制造出海、专精
特新引进、新侨培育培根三大工程，
以侨博会、侨乡进口商品城、世界红
酒中心为核心，以咖啡、红酒、西餐、
农产品、保税仓为代表的多元产业经
济正在青田迅速发展，产城融合的共
富新画卷正在青田描绘。

发展全球化 服务精细化 治理现代化

全球性思维的青田侨乡“融治理”模式
服务引导+联动治理助力青田描绘共富画卷

发展全球化发展全球化 服务精细化服务精细化 治理现代化治理现代化

全球性思维的青田侨乡全球性思维的青田侨乡““融治理融治理””模式模式
服务引导服务引导++联动治理助力青田描绘共富画卷联动治理助力青田描绘共富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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