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入“和合文化”因子 放大“民生幸福”密码

台州：以“和合善治”
擦亮平安底色 提升幸福成色

张卉卉 张晓琼

在临海市沿江镇，一家名为“中通
平安驿站”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载体成为
周边群众的“新宠”。

沿江镇聚集塑模、机械、建材、物流
四大主导产业，中小企业、外来务工人
员多，各类琐事引起的矛盾时有发生。

“平安驿站由派出所常驻，其他部门轮
驻、随驻，开展日常网格巡查，构建联勤
模式，不断赋能基层治理。”临海市委政
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中通平安
驿站”的投用，今年上半年沿江全镇报
警量同比下降22%，其中中通片区下降
了36%。

如今，平安驿站已“四面开花”，覆
盖了临海全市治安复杂的重点区域，拓
展了“全天候、全链条、一站式服务”的
综合治理应用新场景。截至目前，临海
市共建有平安驿站 24 家，化解处置隐
患 纠 纷 650 余 起 ，矛 盾 纠 纷 化 解 率
98.3%，群众满意率 100%，因实际成效

明显，该项目获评 2023 年全省政法引
领性创新项目。

平安建设，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
基层。多年来，台州市始终坚持党的群
众路线，聚焦最小单元做实“关键小
事”，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从而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十多年来，台州市积极探索发源
于椒江区云建社区的守望相助新模式，
基层治理经验不断更新迭代，全市12例
基层治理经验入选新时代“枫桥经验”浙
江实践100例，10个工作法入选全省新
时代“枫桥式工作法”。

台州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持续深化平安村（社）建设，系
统重塑村社治保会、调委会，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维
护社会治安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努
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
不上交。突出“枫桥式、和合味”，把平

安单元作为推进平安台州建设的基础
性工程来抓，深化“平安校园”“平安医
院”“平安工地”等系列平安单元建设，
不断拓展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广度
和深度。同时，台州市以“小切口破解
老难题”为牵引，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基
层基础提升“7+X”等专项行动，梳理
流动人口管理、涉海涉渔等 7 个共性问
题，治安校园、电信诈骗等 48 个个性问
题，着力从治源治本上下功夫，不断提
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推动平安台州
建设迈上新台阶。今年 1—10 月，该
市各类安全事故数、亡人数同比下降
20.5%、19.4%。

固本夯基 让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近日，外卖小哥林军在送餐过程
中，发现一棋牌室存在私拉乱接电气线
路的情况，便将现场情况拍照上传至

“仙域治理啄木鸟”平台。没多久，仙居
县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赶到涉事棋

牌室，核实相关事实，当场指导督促经
营负责人落实整治规范措施，及时消除
了安全隐患。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引导新就
业群体成为风险隐患“报料员”，这是仙
居推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
探索。2023 年 6 月，仙居县根据外卖
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流动广、
地域熟、情况明的特点，开发了“仙域治
理啄木鸟”平台，方便“啄木鸟”队员和
群众随时随地上报风险隐患。

“上线半年来，平台登录次数突破
1 万余次，收集到隐患线索 6283 条，其
中经核实为有效线索的3387条。”仙居
县平安办相关负责人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
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全
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本质属性。全面推进协商民主，是贯彻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选择。平
安台州建设深受“和合文化”影响，充分
发挥老百姓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实现良
性互动的社会共建共治格局。

路桥区蓬街镇积极应用“百晓议
事”，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处理

各类纠纷难点问题。百晓议事借鉴和
合文化中“礼之用和为贵”“中庸之道”
等思想，引导双方互相礼让，以和为
贵。议事过程，邀请利益相关群众、百
晓议事成员、律师等主体参加，向参与
议事的各类主体通报此次议事内容和
相关信息。2023 年，台州市路桥区蓬
街镇全年矛盾纠纷受理数同比下降
28.6%，信访 12345 受理数同比下降
20.4%。蓬街镇将“驻村百晓”“助企百
晓”“机关百晓”3 个百晓品牌融入基层
治理，推动“集、汇、培、论、研、落、督、
图”百晓解访八字工作法全面融入基
层工作。

三门县亭旁镇杨家村有着 17 年
历史的女子打更队，也是平安台州共
建共治共享的代表。这支平均年龄超
过 50 岁的平安打更队，累计行走 10 万
多里路，用自己的执着和辛劳，守护着
一方安宁。据了解，在当地党委、政府
的推动和女子打更队的带动下，亭旁
镇 54 个行政村，村村组建打更夜巡
队，总人数已经发展到 800 多人。亭
旁镇连续 8 年被评为三门县平安先进
集体。

共治共享 让老百姓当家作主

近年来，台州市在推进平安建设
过程中充分融入“和合文化”因子，放
大“民本善治”平安密码，着力构建党
政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多元共
治的工作格局，绘就了一幅和合同心
共创平安的生动画卷。

台州市在全国首创公共安全综合
保险救助机制，推行社会治理领域政
保合作模式，通过“财政补助+保险兜
底”助推化解重大矛盾纠纷，不断提升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该项目自2018年
全市实施以来，已连续推行 7 年，对创
新社会治理、打造平安台州意义深远。

“该保险项目涵盖重大恶性公共
事件、自然灾害、重大矛盾纠纷等各种
情形，保障对象覆盖台州市670万常住
人口以及外来流动人员。2018 年 9 月
至今年 10 月底，该项目共完成理赔案
件 275 起，累计赔付金额约 3869.4 万
元，为及时成功化解重大案事件引发
的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
了很大作用。”台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自经办人接到案件资料后，6 小时
内完成赔付。如此神速在保险赔付案
例中实属罕见。“我们针对台州市公共
安全综合保险项目，申请批准快速理
赔绿色服务通道，简化单证、优化理赔
流程；组建服务团队，建立经办人、理
赔员、核赔师三级服务体系，确保服务
体系畅通。”承保2024年度台州市公共
安全综合保险项目的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

众人拾柴火焰高，民间救援是平
安台州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仙居
县 山 塘 水 库 众 多 ，容 易 引 发 溺 水 事
故。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牵头组织下，
多支民间救援队与政府应急队伍共同

组成社会应急救援体系，深入开展防
溺水宣传、劝阻和救援工作，溺水事故
实现“断崖式”下降。

成立于 2017 年 9 月的玉环海韵志
愿救援队，是玉环市第一支专业从事
海上救援的公益队伍，也是浙江文旅
领域第一支专业海上救援队伍。“现
在，救援队已经拥有坎门分队、大麦屿
分队、沙门分队队员共 98 人，一线先
锋队员 45 人。”队长郭爱国介绍，队员
来自各行各业，有的精通船艇操纵技
术，有的熟悉水文海况，更有的擅长防
溺水安全教育。这些年来，海韵志愿
救援队全力守护着玉环 1900 平方公
里海域平安，先后被评为“全国十佳最
美搜救队伍”“浙江省海上搜救先进集
体”。

温岭市人大创新建立“三问一评”
监督机制，将平安温岭建设难点堵点
问题列入重点监督事项，通过年初问
计划、年中问进度、年末问结果的“三
问”，全程跟踪监督，切实推动各级各
部门将“守护一方平安”这一群众“心
上事”落到实处⋯⋯“市人大通过开展
专项监督推动平安温岭建设责任重
构、体系重建、流程再造、督建共融，有
效提升了基层治理和平安创建的现代
化水平。”温岭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社会安定，人民幸福，这是和合文
化的精神价值所在，也是平安台州建
设的最终目的。二十年初心未改，站
在新的起点，台州市将不断提升平安
建设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
化水平，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
稳定、促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中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为浙江
打造平安中国示范区贡献更多台州元
素、台州样板、台州经验。

以文化人 共绘和合善治同心圆

仙居县外卖小哥发现安全隐患，拍照
上传至“仙域治理啄木鸟”平台。

仙居县外卖小哥发现安全隐患，拍照
上传至“仙域治理啄木鸟”平台。

（本版图片由台州市委政法委提供）

路桥区篷街镇“百晓议事队”调解纠纷路桥区篷街镇“百晓议事队”调解纠纷

11月初，2024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在台州市召开，与会的中外嘉宾在天台县和合

湖畔种下了12株象征着友谊的和合树。沐浴着暖阳，这片新绿扎根沃土、迎风挺立，

不仅是各国友谊的生动见证，更是和合文化走向世界的鲜活注脚。

千年来，孕育在山海之间的和合文化历久弥新，不仅浸润于百姓

生活之中，也贯穿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平安浙江”建设实施 20

年来，台州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和合文化融入基层治

理，坚持固本夯基、共治共享、以文化人，打造出更具地域

特色的“和合善治”新模式。近年来，台州市已实现平安建

设“十一连创”，八度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成

功创成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

临海市沿江镇中通平
安驿站举办“‘趣’驿站‘侃’
平安”平安驿站下乡巡回演
出活动

交警在临海市沿江镇
中通平安驿站为群众科普
交通安全知识

5 月 6 日，温岭市人大泽国
代表小组组织召开村级租赁企
业安全生产监管“三问一评”之

“年初问计划”工作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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