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10日 星期二

版式：张飞娥

2024年9月10日 星期二

版式：张飞娥 专版 11

（（图片由义乌市城西街道提供图片由义乌市城西街道提供））

（一）
翻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扑

面而来的是改革气息，其中，“人民有所
呼、改革有所应”一句特别吸睛。

坚持民愿所向，抓改革、促发展，归根
到底是为了让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近
年来，义乌城西街道以系列改革创新举措，
强化要素支撑，推动民生福祉再上新台阶。

改革最终取得的效果如何，评价在于
群众的声音。“全村老旧破败的房子都拆
了建新房，以前想都没想过。就这几年工
夫，我们已经住进了别人眼中的‘水墨江
南’。”在城西街道五一村，村民何远刚刚
搬进新装修好的家，望着一幢幢白墙黛瓦
的新中式花园联排房，感叹“我们的新房
可一点也不逊色于城里的别墅”。

安居才能乐业。近年来，城西街道始
终坚持以百姓安居工程为抓手，深化“千
万工程”实践，在推动乡村振兴中探索共
富成势大覆盖。通过异地奔小康、空心村
改造、84号高低结合、新社区集聚、84.5号
新政等多种模式，全面推进农村有机更新
改造，解决了 1359 户农户的“拆而未安”
问题。

乐业进而共富。近年来，城西街道积极
谋划分水塘、何斯路、石明堂、流里塘等村
15个共富项目，推进“红色信仰”区域共富
党建联建，集成推进乡村旅游、智慧农业、创
意文化等15种新兴业态，带动1000余名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村年均经营性收入增加超
20万元。流里塘盆景、石明堂虾稻共生、红
糖产业、枣博园等项目丰产丰收，老陈家燕
子、盆景葛雪峰等直播新农人不断涌现。
2023 年，辖区所有村经营性收入超 50 万
元，16个村经营性收入超100万元。

（二）
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提出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突出全民深化、协同推进，增
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

坚持问题导向，改革才能有的放矢。
推进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不断
解决问题的过程。近年来，城西街道从反
映最为集中、最为迫切的领域改起，抓住

“牵一发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和“一子落满
盘活”的关键环节，推动改革向更加系统
集成、整体协同、全面深化跃升。

面对基层治理点多面广事杂的现实

问题，城西街道以“数智”+“地巡”构建全
域社会综合治理体系。依托数智化系统，
将水域哨兵、货车感知等“云上信息”应用
于社会事务管理，用大数据智能分析结合
综合指挥平台重点关注，对水域污染、交
通拥堵、公共场所安全等问题做到早发现
早处理。依托基层网格力量，以大综合一
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为契机，城西街道将安
全生产、环保检查、反诈宣传、矛盾调解、
区域安防、流动人口管理等进行“一揽子”
统筹，有力推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法治
化、系统化。

“没改革以前，我们公司仅力调电费
一个项目就扣了1627.8元，一年电费开支
近百万元；改革后，我们每年只需要 9000
元的用电服务费，可以为公司节省电费开
支 5 万元—10 万元。”义乌市教学仪器有
限公司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点赞的是城西街道在打
造“1+4+8+X”智慧应急消防站点布局的
基础上，在义乌市率先创新推行的“用电
体检”服务。优化完善为企服务，为企业
提供超预期服务，无疑需要更懂企业。

针对工业园区企业普遍反映的用电
成本高、用电安全问题。城西街道为用电
企业与电力服务公司牵起“红绳”，由电力

服务公司浙江慎意能效科技有限公司对
辖区企业免费开展用电安全“查线路、查
变压器、查配电室、查排风口、查设备”五
查合一工作，指导宗地企业合理评估用电
服务成本与电力节省成本，助力双方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截至目前，慎意能效已为
城西街道 103 家宗地企业提供免费诊断
服务，上门提供服务 900 余次，消除安全
隐患 200 余处，降低设备经济损耗 2000
余万元，报警故障处理率达 100%，其中
57家宗地企业成功签约电力维护合同，实
现“一企一策”用电改造方案，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添上了一把本质安全锁。

（三）
问需于民，更要问计于民，赢得广大

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参与，让改革服务群
众，改革之路就会越走越宽、风景日盛。

金华市委八届六次全会提出，要牢牢
把握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确
保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坚持民心所
指，群众觉得什么难办就改什么，城西街
道努力通过便民服务体系的重塑和服务
机制的改革，一场打破藩篱的高效民生服
务创新正在进行中。

在城西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大厅，一面
写着“热情为人民服务，真诚为人民解忧”
的锦旗，映照着群众对便民服务的满意度。

这面锦旗的落款人韩女士，是不久前
刚刚落户义乌的新义乌人。“因为义乌有
人才引进政策，我就决定把我的户籍从老
家迁入城西，由于办理业务时没有带毕业
证书，且户口本与户籍信息不一致，当时
就让我犯了难。”韩女士讲述了自己此前
在城西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时的经
历。负责办理的工作人员储姗姗了解情
况后，通过韩女士的学信网记录证明其学
业信息，并协助韩女士走无户口本业务办
理渠道，申请户籍地迁出跨省办理业务，
专业、顺利、高效地办理了韩女士的户口
迁移业务。

第二天，韩女士就完成了落户流程。
“不愧是义乌，让我非常顺利地落户城西，
更坚定了我的选择没有错！”

一个原本只有 120 平方米，仅开设 5
个窗口的便民服务中心，是如何通过硬
件、软件之“变”，实现服务高效、办事便
捷、群众满意之“便”？

城西街道通过改造升级场地，将街
道办事处大楼总面积 1100 平方米的“入
户层”全部用于便民服务中心，开设 24 个
窗口，配备 30 名工作人员，集合 600 余项
政务事项，打造“一门式、一站式、一体
化”便民服务场所，实现基层企业和群众
需上门办理事项供给。在这里，“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可以做到“无差别”综合受
理，“一口清”咨询机制会给办事群众详
细解答问题，通过业务分流、投用 24 小时
智慧政务服务大厅，打造智慧政务服务
场景，“跨区通办”专窗则可以做到“全域
通办”服务。

改革没有局外人和旁观者，兜底保障
关乎社会公平正义。

在城西街道，一份包含9类兜底群体、2
种兜底方式、7项兜底服务的民生兜底体系
建设制度十分有特色，用2万多字详细列明
了认定标准、补助标准、办理流程、补助项
目、服务周期等内容。以制度建设精准提供
特殊人员居家养老服务、兜底保障服务、法
律援助服务、慈善救助服务、疾病筛查服务、
低保低边服务等，让困境儿童、低保等群体
享受到特殊保障和服务，让城西形成关心关
爱困难群体、先富带动后富、共富路上一个
不掉队的浓厚氛围。

（四）
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增活力，在义

乌大地干部群众心中已经形成了广泛共
识。改革开放一直都是义乌发展的重要
法宝，全面深化改革是义乌“打造典范、再
造辉煌”的必然要求。

义乌市委十五届六次全会强调，要
坚定不移擦亮干部品牌，持续激发锐意
改革的昂扬斗志。近年来，城西街道坚
持将改革刀刃向内，聚焦自我革命，用党
风促政风带民风，持续擦亮“真理味道
信仰之源”金字招牌，将美好城西的蓝图
绘到底。

改革成效好不好、改革效率高不高、
改革举措落不落地，党员干部的党风政
风很关键。为强化队伍作风建设，城西街
道制定完善各类制度共 9 项，严格落实监
督“四清单”“两档案”“两报告”制度，通过

“干部三重优选”“雇员双向选聘”，对一批
干部进行了岗位、职务调整，动真碰硬，实
现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为
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搭舞台、给平台，形成
人人争当“干事先锋”的工作氛围。

位于城西街道的轩亿包装科技有限
公司由于发展势头良好，对增扩厂房需求
强烈。“听以前办理过厂房改扩建审批的
朋友说，项目需要多次分别前往多个部门
提交相关材料，整个过程需要好几个月，
我都打算放弃申报了。”让企业负责人彭
培培惊喜的是，只是他在城西街道企业

“三服务”上门走访时不经意的一句话，工
作人员就记在了心里。几天后，街道多个
职能科室联合上门指导企业厂房改扩建
审批申报。“全程都在街道工作人员指导
下推进，几乎不用我去跑，比预期的时间
减少了一半多。”彭培培说。

干部“跑起来”，企业群众才会“笑起
来”。城西街道致力于构建一个“下沉式、
跑一次”的主动服务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办
事效率，为企业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

处于基层，面向基层，诸多小微权力看
似微小，却直接连着民生，关系人心向背。
围绕小微权力运行、制约、监督工作，城西
街道深化组织、数字、机制改革，“瘦”权谋
红利，简政慰民心。

安全监管是许多企业、商户接触最多
的管理服务。城西街道开创“清廉安监”
模式，上线“助企服务”平台，针对各项整
改内容要求“1 小时上报、1 小时验收、30
分钟审批”，极大缩短企业安全生产整改
审批流程，并将处置过程全部留痕。而一
条“无特殊情况，安监员不得在重要节日
前后一周上门检查”的要求，更是体现了
新时代机关效能革命的细微落脚。

针对村级招投标领域可能存在的问
题，城西街道创新打造“村级项目招标
公信平台”，通过“三个一律”，即所有村
级资产资源处置一律纳入平台审核；未
经平台发布信息的资产资源处置一律不
予入账；未经平台发布私自处置村级资
产资源的，相关责任人一律追责，进一
步规范小微权力健康运行，从源头上确
保信息真正“晒”在阳光下，为监督执纪
赋能，为村集体资产增效。“公信”平台
上线以来，村集体增收超 46%，真正实
现了改革的多赢。

打基础立长远 抓关键带全局
——义乌深化基层改革的城西实践

蒋守洋

一列列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将中国制造送往世界各地；一趟趟大货车进出义乌综保区，将全球好物带给千家万户；一个个参观团漫游在望道信仰线，体味真理

之甜、乡村之美。

随着高能级平台、重大产业项目、城乡持续融合，2022年来，义乌市城西街道常住人口从11.5万增长至15万，快递企业集聚的何泮山村一房难求，夏季奶茶店

频频爆单⋯⋯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变化更快的城西街道，正持续上演着精彩蝶变。

城西是义乌的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我们能从一方大地上的崭新气象中，窥见基层改革创新发展的生机新貌。

专题人才调研、招商人才选聘、青年技能
比武、五四青年音乐节⋯⋯翻看嘉兴市产业
集团各单位2024年上半年的工作日历，“用
才爱才”已成为其“三支队伍”建设关键词。

人才队伍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力量。围绕“着眼长三角、聚合大嘉
兴、建强主城区”这一目标，嘉兴市产业
集团各单位让人这一“关键变量”持续转
化为产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小点子迸发大动能

“春江水暖鸭先知”，产业工人身处
生产最前沿，最了解生产过程中的痛点，
一线工人在岗位上的创新不可小觑。

加西贝拉拥有一大批扎根一线的技
术工人，他们既懂技术又会创新。在今
年的产业升级中，工人们多次召开“诸葛
会”，改良生产流程、优化产线布局，给每
条装配线新增自动化设备 20 余台，其中
自制设备 6 台套，有效提升装配线的柔
性化生产水平，让小点子迸发大动能。

“智造”的背后离不开产业工人技能
水平以及综合素养的提升。从 2022 年
开始，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就获得
职业技能等级自主认定资格，为激活更
多创新能量提供支持。

在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创新的
活力也在持续迸发。在2015年，拥有百年
辉煌历史的民丰特纸曾面临发展难题，“竞
聘上岗”是企业改革开出的第一剂良药。
竞聘公开公平公正，让每个人在合适的岗
位，更能做出成绩。近10年来，企业从严重
亏损到半年度净利润4843.13万元。今年，
民丰特纸又增设了2个高级专业系列职称，
以解决更多生产岗位人员“成长的烦恼”。

来自一线的创新创造，看似“小”，但
能真正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今年上半
年，民丰特纸实现营业收入 7.83 亿元，同
比增长 211.70%。

选育储备激活“人才池”

在“产业”这片热土上，创新创造的

激情一直强劲。破除火车站区域及嘉兴宾
馆招商难点，洽谈各类客商40批次⋯⋯这
两年，嘉兴市产业集团招商中心充分发
挥招商引资的桥头堡作用，全面提升集
团核心竞争力和自身造血功能。

没有自己的招商干部，曾困扰过嘉
兴市产业集团。改革因问题而生，必须
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去年 4 月，嘉
兴市产业集团破除各类体制机制障碍成
立招商中心，打造产业集团的首支招商
铁军，朱纲就是其中之一。

自今年 4 月进入招商中心成为一名
招商干部，朱纲就服务于火车站区域的
招商工作。作为提升嘉兴中心城区首
位度的主战场，火车站区域一直备受关
注。如何打开火车站招商新局面？朱
纲带领团队瞄准大商、优商、好商，充分
挖掘与本地发展所需契合的“潜力股”，
推动火车站区域招商工作取得突破性
进 展 。 截 至 5 月 底 ，累 计 签 约 商 户 40
家 。 目 前 正 在 接 洽 的 意 向 客 商 近 40
家。

据悉，招商中心的 5 名干部，从产业
集团系统内的 25 家企业中，经过公开选
聘而来。“上岗前，产业集团安排了履职
能力培训，内容涉及产业知识、政策知
识、谈判技巧等。”朱纲说。

此外，7 月，嘉兴市产业集团还举办
了年轻中层副职干部预备人选座谈会，
公开选拔 10 名年轻同志成为中层副职
干部预备人选，提前派送至中心工作和
紧缺岗位上专项挂职，为集团建强干部
队伍提供了新支点。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接地气”

8 月立秋之后，盛夏的炎热开始渐渐
散去。在嘉数公司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内，电脑的温度却丝毫未减，随着博
士们敲击键盘，一串代码、一项规划、一
份方案，都为数字城市建设和数字经济
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作为嘉兴市产业集团在数字技术领
域的先锋队，嘉数公司打造了高能级科

创平台——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是嘉兴市国资系统第 1 个国家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段晶博士是嘉数公司政企事业部的
技术专家，也是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的成员之一。近年来，在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与嘉数公司的联合培养下，她参
与建设“全域未来出行”“非伤人事故云
处理”等重大应用，打造了多份“产品+
服务”综合解决方案，在推动城市交通精
细化管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工作站已累计入驻博士
后人才 11 人，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7 项、实
用 新 型 专 利 5 项 ，发 表 科 技 论 文 30 余
篇，研究方向涵盖了智慧交通、智慧农
业、智慧医养等各个细分领域。

人才队伍建设是国有企业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是经济发展
活力的提供者，智力的支持者。接下来，
嘉兴市产业集团将继续通过建设高素
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推动国有企业向
现代化转型，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搭平台强保障 推进“三支队伍”建设
嘉兴市产业集团激活人才强企引擎

郑 宏 李 岩 余全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