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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推进
构建 4级一体、全域统筹

创建体系

株洲始终将试点工作作为
全市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作为
检验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 “政
治三力”的重要检验标准，统筹
谋划、整体设计、一体推进各项
工作。

强化高位统筹一体推进 。
坚持 “一把手” 牵头、“一号工
程” 推进。 成立市委书记任组
长、 市长任第一副组长的工作
领导小组。 市委常委会议 7 次
专题研究试点工作。 市政府常
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推动解
决保障性问题。 日常工作由市
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每月召
开一次调度会督导问效 。 3 年
来，市委书记、市长和市委副书
记、 市委政法委书记就试点工
作作出批示 67 件。 市委常委会
明确 4 级书记承担试点创建主
责，分管市领导任 11 个专项组
组长 ，60 个成员单位一把手挂
帅，有效构建完善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 、群团助推 、社会协同 、
公众参与的治理体制和“1+11+
60”的工作推进体系。

优化顶层设计一体推进 。
不断优化创建指导体系， 先后
以市委市政府两办名义印发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施意
见》《创建三年行动方案》 等主
体文件 9 项，制定印发《综治中
心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 等配
套辅助文件 17 项，推动制定地
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10 部 ，编
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十四
五” 专项规划，“综治中心实体
化”“治理云平台实战化”“网格
化管理融合化”3 大攻坚行动和
“央地战略合作 ”“省市综合试
点”“政企项目联动”“立法研究
指导”“校企智慧支撑”5 大创新
工程成效显著， 确保了全市一
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落实。

保持定力
提升防范风险、化解矛盾

防控能力

创新市域社会治理风险防
控 “N 合一 ”机制 ，着力打造重
大风险“预见、应对、处置、总结、
提升”闭环机制，切实让市域成为
重大社会矛盾风险终结地。

着力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

安风险。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
健全“打防管建治”长效机制，3
起案件被评为全省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 10 大精品案例。 立体化
构建防控体系 ， 强化学校 、医
院、 商场等重点部位安全保卫措
施，严格执行“1、3、5 分钟”快速反
应机制，推动“一村一辅警”“四巡
四防”“城市快警” 工作全覆盖。
多维度深化打击整治， 深入开
展“利剑护蕾”、清网风暴、打击
治理跨境赌博、断流断卡、养老
诈骗等专项行动， 公众安全感
民意调查成绩逐年提升。

着力防范化解市域社会矛
盾风险。 构建矛盾风险闭环机
制， 最大限度将矛盾吸附在基
层、解决在市域。 聚焦涉众矛盾
风险， 积极开展金融领域信访
问题专项化解行动， 排查涉嫌
从 事 非 法 金 融 活 动 机 构 149
家，非法集资立案 39 起 。 聚焦
家庭婚恋矛盾风险， 深入开展
婚恋家庭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
动， 涉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
成功率达 87%。 同时，在全省率先
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和市
县乡一站式矛调中心建设，实现矛
盾纠纷一站式受理、 一揽子调
处、 全链条解决，3 年累计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 4.1 万件。

着力防范化解市域公共安
全风险。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8 条断然措施”，建立重大事
故隐患治理 “一单四制” 和责
任 、措施 、资金 、时限 、预案 “五
到位”的闭环管理机制。 大力推

进农村公路安防设施建设 、危
桥改造、 农村公路提质改造等
“平安交通 ”工程 ，持续推进交
通 问 题 顽 瘴 痼 疾 集 中 整 治 。
2022 年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数较
2020 年下降 15.6%。高效完成自
建房隐患排查评估鉴定， 房屋
安全基层管理和全生命周期机
制逐步完善。 积极防范化解消
防领域风险隐患， 全市大型商
业 综 合 体 消 防 安 全 达 标 率
100%， 实现了消防车通道标识
化管理 。 建好 121 个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实验点和城市安全风
险综合监测预警平台， 组建了
全省首支政企合作、 空地一体
的航空消防救援大队， 系统开
展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各类演
习演练 79 场次。

着力防范化解市域网络安
全风险。 建立健全“三同步”和
重大突发和热点舆情快速响应
与协调处置工作机制。 有效打
击网络违法犯罪，持续开展“清
朗”“净网”等系列专项行动，成
功侦破 “6·03”横跨多个国家以
及全国 20 余个省份的网络犯
罪部督重大案件， 有力整治网
上违法犯罪乱象。

实干争效
打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共享格局

让众事众议活起来， 夯实
基层治理基石。 制定《政协委员
工作室制度》，创建省级示范性

委员工作室 9 个。 推进 1388 个
村社区实现村民会议、 村民代
表会议、 村民议事会、“四议一
审两公开”100%全覆盖，卦石村
及伞铺村获评全国村级议事协
商创新实验试点村。 组建平安
志愿者队伍 5097 支 ，涌现出一
批先进志愿者典型。 设立扫黑
除恶、 涉毒等违法犯罪举报奖
励机制，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社
会治理 ，3 年共发放奖励 1350
余万元。 让法治保障强起来，推
动和谐公正共促。 率先在全省
建立市级公共法律服务议事协
调机制。 连续 3 年将为民办理
法律援助案 3000 件纳入市政
府民生实事项目。 加快构建现
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推
进湘赣边法治区域合作。 全面
推动市县乡村 4 级公共法律服
务平台建设。

让社会各界动起来 ， 推动
治理主体共建。 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 通过政策支持、 购买服
务、奖励资助等形式，引导齐心
社工等 74 家社工服务机构 、
702 家社会组织在心理健康、社
区矫正、法律援助、纠纷调处等
领域参与治理、开展服务。 引导
移动、电信、联通 3 大通信运营
商等企业，通过以代建基础、共
享应用方式建设“雪亮乡村”探
头 3 万余个。 推进基础条件相
对薄弱乡村、 无物业管理小区
构建视频监控网络全覆盖 ，节
约建设资金 8000 余万元。

让德治教化立起来 ， 推动

崇德向善共融。 推进《株洲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进程，让
善行义举、 正义正气在全社会
得到最大回响。 以医疗卫生、教
育教学 、人居环境 、道路交通 4
大民生领域为突破口， 开展失
德败德行为综合治理。

让政务改革跑起来， 推动
治理成果共享。 全面优化公共
服务 ，推动 “一件事一次办 ”改
革 ，审批事项 、申报资料 、审批
时间分别压缩 70%、43%、58%。
打造市县乡村 4 级党群便民服
务中心 ， 进驻服务事项 1181
项 ，做到一门通办 、一次办成 。
打造 “诸事达 ”App，实现 180 项
政务服务事项、6大公用行业 “掌
上办”。 全市九成以上事项“最多
跑一次 ”，个人办证 “最多一小
时”，开办企业 3 天即办结。

创新争先
提升系统集成、科技赋能

智慧能力

着力夯实智慧治理底座支
撑。 在信息网络方面，推动电子
政务外网横向连接所有市级党
政部门，纵向覆盖 9 个县市区，
向上对接省骨干网， 向下延伸
105 个乡镇 （街道 ）、1388 个村
（社区 ），末端联通全市 3390 个
网格员移动终端， 全面打通市
县乡村 4 级智慧治理网络 。 先
后投入 3.61 亿元推动两期 “雪
亮工程” 建设， 2022 年顺利通
过中央验收。

全力做实智慧治理核心阵
地。 以综治中心示范带动建设
为抓手， 有效理顺各级中心权
责关系和工作流程， 坚持走综
治中心和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
融合发展道路， 建成实战化综
治中心 1503 个。

全面丰富智慧治理系统功
能。优化“1+4+5”市域社会治理
信息化顶层设计，即在“市域社
会治理云”一平台下，按照指挥
畅通 、业务联通 、数据互通 、服
务融通的“四通 ”要求 ，构建指
挥调度 、多元化解 、基层治理 、
风险防控、雪亮工程“5 大”基础
应用平台。推动五大基础应用平
台基础迭代升级， 先后开发了
疫情防控 （“格防码 ”）、雪亮预
警、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婚恋家
庭矛盾纠纷排查、 平安地图等
10 余个场景应用模型， 实现了
各类风险第一时间预警、 第一
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置。

“株”事有理“治”在幸福
株洲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综述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伏志勇 通讯员 涂承东 齐卫国
【编者按】一城平安，一域常安。 城市，凸显出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株洲，自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以来，全面发力、久久为功，《株事有理 治在幸福》品牌

经验溢出效应明显提升：先后 4 次在全国试点工作交流会（研讨会）、3 次在全省试点创建推进会上作典型发言；14 个市域社会治
理项目入选全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典型案例；被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政法动态》、央视《中国之治》政论片、《法治日报》《长安》
等专题推介市域社会治理株洲“寻路”实践成果；试点工作思路和成效获得中央政法委充分肯定。

幸福邻里节活动现场。 谢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