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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民情数据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现在我出门
买菜就放心多了。”日前，家住柯城区信
安街道斗潭社区斗潭家园西区 17 幢的
84 岁居民许师傅，专程跑到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致谢。

今年上半年，斗潭社区第四网格专
职网格员郑婷婷、网格支部书记黄砾在
走访时了解到，许师傅和老伴叶阿姨是
空巢老人，叶阿姨还患有阿尔茨海默
病，经常偷偷跑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

“郑婷婷把情况详细记录到走访
记录本上，并更新‘ 邻礼通’民情档
案。随后，我们通过‘邻礼通’排摸，促

成同栋楼联户党员梅根良与许师傅结
对。”社区党委书记李雯相告，如今许
师傅每次出门买菜，便委托梅根良帮
忙照看叶阿姨。

斗潭社区是典型的回迁安置社区，
2021 年 3 月，2351 户“老斗潭”陆续回
迁。社区大多是老住户，可小区、邻里
关系都是新的。回迁后，社区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敲开“老斗潭”的新家门，对小
区“人、房、户、车、证”等信息做到应登
尽登，累计收集 38 本民情档案、近 8 万
条信息。

2022 年，斗潭社区将原本纸质版
的民情档案搬到了“邻礼通”上，为辖区
3240 户居民建立“房—户—人”精准画
像。“小区7000多名居民的情况我都了
解，靠的就是‘邻礼通’民情档案，为我
们开展社区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李
雯说。

民情信息是基层治理根基。近年
来，柯城在数据全面性、精准性、动态性
上下足功夫，全面整合公安、民政等 10
多个部门 2500 余万条数据，形成包含

“人、房、户、场所”等要素的户情档案
23万余份，基本覆盖全区49.5万居民。

数据“活”带动底数清。截至目前，
全区已累计收集上报物业维修、紧急求
救、社会治安等事件 2.8 万件，办结率

98.4%，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格，大事不
出社”。

“织密”民情网络

“多亏了村里，我女儿能在家门口
上档次的宴会厅办酒席。”12月9日，上
洋村小微创业园一期内喜气洋洋，村民
留永峰高兴地说，去年开小微创业园建
设村民代表会，他就希望村里能安排一
个办红白事的宴会厅。

“我们计划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进行小微创业园一期招投标，每年预计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100 余万元。”黄
岳华介绍，小微创业园一期占地面积
2556 平方米，其中 1200 多平方米土地
之前归属村民吴师傅。2021 年，村两
委干部及联户党员多次上门与吴师傅
沟通，修缮他原来居住的老房。最终吴
师傅同意将该地块承包权流转至村里，
保障了小微创业园顺利施工。

村民事、村民议、村民定。今年 8
月，石室乡响春底村为进一步利用生态
资源发展产业，将美丽庭院向村内延
伸，召开户主大会。

会上，为了使户主大会的决策更加
科学合理，村干部特意邀请了花卉专家
为美丽庭院项目“把脉问诊”。大家运

用“邻礼通”应用对村干部进行评测打
分，并进行头脑风暴，最终决定借助山
海协作，实施生态净水养鱼项目，助力
实现“一花一鱼”美丽庭院全覆盖。

2021年，柯城探索推出村民户主大
会机制，并出台《柯城区村民户主大会
操作标准》。今年，全区已开展户主大
会 210 场，约 2 万人参与村两委干部满
意度测评，群众满意率接近 97%，累计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200余件。

线上线下同发力，变“陌邻”为睦
邻。“邻礼通”归集“线上选举”“线上议
事”“线上表决”等功能，发动群众参与
基层治理，构建议题选定、协商议事、决
策形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闭环。目前
全区339个小区实现议事平台全覆盖，
线上线下累计召开议事会议6000余场
次，议定各类重大事项 9300 余件，58
个小区线上完成业委会选举。

“托稳”民生底盘

眼下的沟溪乡余东村，依托“邻礼
通”农村版，推动干部下沉，做实“三民
工程”，不断优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儿
童之家、智慧健康驿站、图书馆等公共
基础服务设施，构建 15 分钟便民生活
圈，推进未来乡村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为了变流量为“留量”，余东村党支
部书记余晓勤鼓励爱人辞职回家，带头
开办农家乐，同时通过“三民工程”排摸
村民诉求，把衢州东方大厨、衢州中专
老师请到村里教大家烧菜、做小吃，逐
步发展“十大碗”联盟。农户也跟着开
起了“妈妈饼”店，生意很是火爆，节假
日一天营收近万元。

新乡人、归乡人还合力推动成立柯
城区“余东画村”共富工坊，合作开发了
农民画丝巾、陶瓷、雨伞等 100 多个品
类的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频共振”，

农民画产业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
无论是民情档案、还是民情沟通，

实施“三民工程”的最终目的是为民服
务。

2021 年，双港街道聚焦辖区无物
管小区治理难点痛点堵点，实体化成立
衢州市六禾港盟城乡发展服务有限公
司，下设衢州六禾物业有限公司，通过

“邻礼通+网格联治”，辐射辖区40个无
物管老旧小区，提供治安巡防、上门维
修、保洁保绿、基础设施维修等精细化、
点单式物业服务，有力破解小修小补无
人管、环境脏乱无人理、一老一小无人
顾难题，构建了城乡融合型大社区大单
元治理的“六禾”模式。

寓管理于服务，以自治促治理。打
造“37 驿站”过程中，柯城设置“邻礼
通”随手拍板块，以积分激励方式，鼓励
居民、新就业群体上报日常遇到的治理
问题。目前，2400 余名新就业群体通
过“37 驿站”化身兼职网格员，通过“随
手拍”上报问题7900余件。

现如今，“邻礼通”应用获评 2022
年度浙江改革突破奖银奖和全省数字
化改革最佳应用；“三民工程”解纷工作
法 获 评 浙 江 省 新 时 代“ 枫 桥 式 工 作
法”。下一步，柯城将继续对标新时代
新要求，不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做深做实新时代“三民工程”，通
过党建统领、数字赋能，推动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落地生根，加快打造具有强大吸引力、
辐射力、带动力、引领力的高品质现代
化中心城区。

柯城：践行新时代“三民工程”探索基层智治新路径
郑 晨 姚梦颖

“自从安装了智慧停车系统，来市场选购建材的客户多了，对停车的

便利给出了好评。”近日，位于衢州市柯城区花园街道上洋村的国清建材

市场总经理姚永浩欣喜相告。

近年来，国清建材市场及周边道路停车问题日益突出，多位商户向

村委会线下反映问题或在“邻礼通·三民工程”（以下简称“邻礼通”）应用

上提交建议。今年 3月，上洋村微网格长姚永浩向村里提出安装智慧停

车系统的申请。在花园街道党工委的统筹协调下，该村多次组织村两

委、网格员、微网格长、商户代表召开专题会议，妥善处理智慧停车系统

安装的资金来源、出入口位置设置、后续系统维护管理等问题，最终达成

一致意见。

这是柯城做深新时代“三民工程”、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动缩

影。

面临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治理课题，柯城把“三民工程”作为基层治

理的重点工程来抓，做实民情档案、做畅民情沟通、做优为民服务，打

造民情信息“全量化”采集、重点人群“分类化”管理、社区治理“多元

化”参与、便民服务“一站式”集成的线上线下管理服务体系，蹚出了一

条党建统领基层智治新路径，为加快打造高品质现代化中心城区提供

坚强保障。

（图片由柯城传媒集团提供）

斗潭社区依托“邻礼通”做实“三民工程”

斗潭未来社区斗潭未来社区

坞石村第二届村民户主大会 周云奇 摄

浓 浓 桑 梓 情 ，乡 贤 赤 子 心 。 近
日，丽水市莲都区太平乡第二届乡贤
联谊会会员大会隆重召开，来自各行
各业的 107 位太平乡乡贤从各地如
约而至，欢聚一堂，共述乡情友谊，共
商太平发展大计。大会回顾总结了
5 年来乡贤会所做的工作，选举产生
了乡贤会新一届班子成员。为助力
太平乡慈善事业的发展，助力共同富
裕先行先发，本着“乡贤+公益”、自
愿捐资的原则，乡贤们现场募集太平
乡乡贤联谊会公益基金共计 96.19 万
元。

5 年来，太平乡通过激活乡贤资
源、凝聚乡贤智慧、汇集乡贤力量，乡
贤组织在区域合作、招商引资、创新
创业、精准帮扶、协商民主、乡村治
理、乡风文明和社会公益等领域发挥
了重要作用，为加快推进太平乡经济

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全面打造共同
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贡献乡贤力
量。

筑 巢 引 凤 ，激 发 乡 村 振 兴 新 动
能。太平乡乡贤会副会长傅陈波利
用专业特长成立丽白枇杷专业合作
社，全乡白枇杷种植面积达到 4000
多亩。同时，带动周边群众种植枇
杷，无偿向困难村民传授经验并赠送
果树树苗，真正做到“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太平乡贤会理事傅程
丽、长乐村乡贤会长朱旭永凭借自身
的行业优势，建立网上销售渠道销售
农副产品，实现助农增收。富山头村
在乡贤带动下，油茶基地从 120 亩扩
大 到 200 亩、50 亩 生 姜 扩 大 到 100
亩。横岗、吴山等村乡贤带头发展迎
庆桃产业，种植面积达 300 余亩。这
些乡贤为“果香太平、康养胜地”这张

太平金名片夯实了基础。
弘 扬 贤 德 ，构 建 乡 风 文 明 新 风

尚。5 年来，太平乡乡贤会联合婺剧
促进会组织了多场送戏下乡，文化惠
民，深受村民的喜欢。每年春节前
夕，太平乡乡贤会副会长谢国平都会
组织为村民书写春联活动，累计达
3000 余副，深受村民好评。乡贤捐
资办村晚、做大戏等，极大地丰富了
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乡贤会在春
节、建军节、重阳节等重要节假日慰
问困难户、退役老兵及长寿老人等群
体，引领文明乡风和崇德、敬老、学礼
的新风尚。太平乡乡贤会理事、朱弄
村乡贤会会长徐鹤鸣资助考入重点
大学而生活困难的学生，直至其大学
毕业。

创 新 平 台 ，凝 聚 乡 贤 统 战 新 力
量。在太平乡乡贤会副会长钟增女当

的支持下，巨溪村建成了村级乡贤
馆，布展实物传承农耕文化。朱弄村
乡贤集资 150 万元筹建村五星级文
化礼堂及村级乡贤馆，其中徐鹤鸣一
家捐款达 36 万元，既丰富了乡贤文
化，也凝聚了人心。吾古村乡贤会会
长揭增华积极参与灵康小镇项目土
地征收、大搬快聚等工作的政策处
理，助力乡重点工作顺利推进。乡贤
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太平乡调解
委员会，化解纠纷矛盾、跨村协同调
解案件达 146 件。

下一步，太平乡乡贤联谊会将继
续发挥优势与资源，在推动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家
乡建设牵线搭桥、引路出力，为家乡
发展出谋划策、添砖加瓦，共同谱写
太平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汇聚乡贤力量 赋能果乡共富
项赵洁

汇聚乡贤力量 赋能果乡共富
项赵洁

前不久，嘉兴市秀洲区的德沃康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麒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兴土桥梁专用装备制造
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成功入选 2023
年浙江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
名单。

这些企业“技术出圈”的背后离
不开税务部门的大力支持。各项税
费支持政策的精准、及时落地，让企
业 在 科 技 创 新 、扩 大 生 产 中 逐 浪
前行。

走进德沃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
伏，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伴
随着生产线上“火力全开”，一件件智
能家居产品到了百姓家中。

作为智能健康领域内的全球龙
头企业之一，德沃康多年以来研发经
费始终占营业额 6%以上。“对于公司

而言，每年的研发经费都是一笔不小
的费用。”该公司办税人员张颖坦言。

为助力德沃康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走稳研发之路，今年嘉兴市秀洲区
税务局为企业靶向提供税费政策辅
导，让税惠政策精准“速递”。今年前
三个季度，德沃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共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5000 余万
元。“真金白银”的税惠红利，为企业

“智造”升级注入了底气。
依托税收大数据画像，通过“税

直播”云上送、“税管家”实时解答，
近年来，嘉兴市秀洲区税务局不断深
化“政策找人”机制，定期为企业提供
涉税咨询、政策辅导，确保企业用足
用好税收优惠政策、应享尽享政策红
利。不仅如此，该局做精做细税收服
务，助推科创企业登顶“单项冠军”。

浙江兴土桥梁专用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专注于桥梁专用装备的自动
化、标准化和智能化的研发、智造、
销售和租赁服务。近年来该企业在
相关领域里闪闪发光，先后获评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省级高新
研发中心等荣誉。

谈起公司的成就，该公司财务负
责人张国根认为，这离不开税务部门
的服务，从窗口办税缴费到“指尖”办
税缴费，税务部门不断推陈出新服务
举措，助推了企业的跃升。

据了解，近年来，嘉兴市秀洲区
税务局建立了助企日常联络机制，组
建“税管家”服务团队，推出“一人一
企、一包到底”服务机制，通过梳理企
业税收优惠政策，分级分类开展政策
普及、税费事项提醒、疑难问题解答
等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发
展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近年来，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直致力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转型升级。今年 11 月，该企业研发
的“舒福德”智能床亮相世界互联网
大会乌镇峰会，该智能床凭借为用户
提供科学系统化的睡眠解决方案赢
得各国展商关注。

“为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我们投
入了大笔的研发费用，今年累计享受
到的 1600 余万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优惠也投入其中。”麒盛科技财务负
责人王晓成介绍。

牵住创新发展“牛鼻子”，赢得智
造升级“新机遇”。下一步，嘉兴市秀
洲区税务局将继续当好企业发展“贴
心人”，吹响助力先进制造业崛起的

“冲锋号”，通过送政策、优服务、促
发展，全力让更多的秀洲“智造”实现
跨越发展。

嘉兴市秀洲区

税惠精准助企“技术出圈”
赵香宇

段琼蕾 李斐飞 庄源

当下正是宁波郊游登山的好时
节，北山游步道迎来了一批批的“驴
友们”。而当这些“驴友们”下山进入
江北区洪塘街道鞍山村短暂休整时，
有两个新场所可供选择：村主干道旁
新开了一家咖啡店和一家烘焙店，店
内生意还都不错。这两家店是今年
入驻鞍山村的新业态，分属于不同的
店主，店主互不认识，但却有共同的
身份——新乡贤。

近年来，洪塘街道致力于美丽乡
村建设，积极调动乡贤资源、凝聚乡
贤智慧、汇集乡贤力量，以乡情乡愁
为纽带，挖掘优秀的乡贤达人，吸引
乡贤返乡创业，助力民生发展，打造

“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示范品牌，积极
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冲着鞍山村天然的近郊优势和恬
静的田园风光，5年前，新乡贤张小晨
选择在此创业，打造了乡野办公综合
体——“构城·安山人文聚落”，“类似
于城市里的综合体，可以吃饭、逛街、
喝茶，有办公地点。”张小晨介绍道。

目前，人文聚落已吸引了 20 多
个工作室（企业）入驻，这些工作室

（企业）业态有建筑工作、室内设计、
景观设计、软装设计、道具设计，还有
民宿、咖啡店、小酒馆、烘焙店、女装
工作室以及研学基地，一个乡野办公
的场景在这里逐步形成，鞍山村新乡
贤队伍不断壮大。

除去日常办公，人文聚落的设计
师、艺术家举办了一系列人文活动，

既有东方人文插花、扎染等传统文化
活动，也有艺术私享会、摄影展等具
有实验精神的现代艺术活动，给鞍山
村带来了丰富的流量。

一批又一批艺术家“新村民”的
涌入大幅提升了鞍山村的活力与质
感，在村集体租赁收入、农家乐消费、
灵活用工等方面极大地带动了乡村
经济蓬勃向上，同时他们也积极参与
到村庄风貌的提升设计和人文美育
工作中。

这两天，在鞍山村归璞家庭农场
的云上草莓园里，20 亩无土栽培的
草莓，正在陆续成熟，这里最贵的品
种可以达到每斤150元，游客依然络
绎不绝。

去年 4 月，江北区委组织部和洪
塘街道指导成立鞍山村乡村振兴发
展有限公司，由新乡贤朱善海负责的
归璞农场得以入驻。自公司成立后，
将村里不少闲置低效的农田、民房整
合了起来。单单归璞农场就流转了
259 亩土地，在资源不变的情况下，
村民的收入翻了一番。

如今的鞍山村，自然风光更胜从
前，乡村业态更是今非昔比。借助改
造提升，鞍山村不断壮大乡贤队伍，
发展休闲旅游，吸引了高附加值、高
整合性的文创企业，田园营地、户外
徒步、农事体验、咖啡酒馆等农文旅
融合新场景比比皆是，设计、研学、文
创、旅游等新兴企业遍地开花，全村
的精品农家乐与民宿达到近 30 家，
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更是超
过5万元。

宁波洪塘

汇集乡贤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洪塘街道鞍山村全景(图片由洪塘街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