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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吉德龙 杨亦周

“非凡十年·8个维度看盐城”系列报道之七

力度：矢志为民社会治理铺就幸福路

盐阜大地，幸福洋溢。
公共法律服务、基层民主自治、社会治安防控、市域社会治理……一个个生动画面，诠释着“以人民

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群众安全感从2017年度的96.7%提升到2021年度的99.21%；政法队伍满意度
从2017年度的87.93%提升到2021年度的95.32%……一串串热烈的数字，彰显着火力全开的蓬勃力度。

最东边的堤利墩附近，网格员正在常态化地走村串户，访民情，知民意。这些年，我市在城乡综合
网格的基础上细化微网格34911个，配备了微网格联络员34878名、志愿者71258名；

最南边的北凌河边，“驻村”的民警正在和刚刚结束秋收的乡亲拉家常。截至目前，全市共配备社
区民警956名，社区辅警2901名，基本实现“一村一警”全覆盖；

最西边的洋桥口周围，“法律明白人”正利用国庆长假的时机进行普法。如今，全市已经培育“法律
明白人”24885人；

最北边的灌河口旁，村民正在通过“你扫码大家议”线上议事平台，将一条好建议发送上去。如
今在盐城，所有村（居）委会都建立“你扫码大家议”线上议事平台。

社会治理，犹如一幅精彩的画卷，越展，呈现越多的幸福！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全面推动各
级非诉服务中心和分中心建设，融
合了人民调解、律师调解等七项非
诉职能，打造高效便捷的非诉讼纠
纷化解一站式综合平台。目前，全
市已建立9个县级非诉服务中心及
25个分中心，镇（街道、园区）依托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专门窗口，
推进非诉受理点进驻村司法行政
服务站和网格。

我市全面对接诉与非诉网上
服务平台，持续打造“苏解纷”非诉
服务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双通道
接入、一体化运行”的服务机制。
目前，我市“苏解纷”非诉网络平台
PC 端入驻机构 645 家，入驻人员
1171人，“苏解纷”微信端小程序社
会用户注册数近19万个，基本实现

了非诉案源网上全流程办理，方便
群众在线查询、预约、办理非诉讼
纠纷化解事项。

不出门就能享受到法律顾问
的服务。在盐城，920 名政治素质
高、业务能力强、熟悉基层社情民
意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律
顾问，为2396个村（社区）提供专业
服务。市、县（市、区）、镇三级共建
成152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3个
省级以上园区全部建成了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实现法律咨询、人民
调解、法律援助等职能的有效整
合，形成“一站式”的“法律超市”。

我市将法律服务向全市各类
创业园区和企业孵化基地、农产品
合作社、电商创业园区等中小微企
业集中园区延伸，设立公共法律服
务创业园分中心（站、点），目前全

市在各类创业园区共成立15个公
共法律服务分中心，68 个公共法
律服务联系站点。建成“12348 法
网盐城站”，推动“12348”掌上法律
服务平台与政务 App 平台有效衔
接，让人民群众办事从“脚尖”转
变到“指尖”，全面打造“线上+线
下”“现场+远程”的“不见面”服务
模式。

幸福的保障之一是法律知识
的普及。我市扎实推动普法责任
制有效落实；聚力打造一支法治素
养强、分布覆盖广、群众评价好的

“法律明白人”队伍；建立完善党委
（组）理论中心组集中学法、政府常
务会议会前学法、领导干部法治报
告会等学法制度；重点突出法治文
化阵地建设……我市的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由2017年的8
个增加到2021年的13个，省级“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由2017年的
1015个，增加到2021年的113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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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辛苦一年收入也不多，
现在‘鹤乡网格 e 事’活动日帮助
我们把土地流转出去，地租、分
红、务工工资加起来，收入翻了好
几番！”射阳县洋马镇的村民对这
一基层民主自治的成效赞不绝口。

为了提升基层治理质效，近年
来，我市加强村（居）民委员会规范
化建设。所有村（居）委会领取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同时增强村（社
区）组织动员和服务能力，健全完
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进一步提
高村（居）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引领
群众崇德尚善，提升村（居）民自治
水平。

在持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

进程中，我市旗帜鲜明讲政治、抓
党建；毫不松懈严制度、强监管；
扎实有效抓整治、防风险。在社会
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方
面，积极发动社会组织做好自查，
业务主管单位做好检查，民政部门
做好抽查督查和联合检查，认真组
织宣传发动，加强政策解读和培
训，积极落实省市部署的“企业减
负”、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要求。

全力维护特殊群体权益也是
基层民主自治的一项重要工作。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强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全面提升“家庭、学校、社
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体 系 建 设 力 度 。
2022年我市新建扩建10个省级示

范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关爱之
家），项目计划总投资313万元，截至
7月底完成投资318.6万元，占计划投
资额的101.81%。目前全市 125 个
镇（街道）及2396个村（居）全部配
备了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对留
守儿童定期上门走访，确保儿童监
护责任落实到位、“1+1+1”结对关
爱保护到位。

在为留守老年人关心服务方
面，我市建立健全农村留守老年
人关爱服务机制，定期探访制度
实现全覆盖，健全完善重点空巢
独居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通过
上门走访、电话问询、视频连线等
方式，每周开展一次关爱巡访服
务，优先安装一键呼叫系统，配置
智能手环等设备，以保障生活安
全为底线，进一步增强老年人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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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是家庭和睦安
康的小我之美，也是社会安全稳定
的大我之美。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
我市坚持“实干、实绩、实效”导向，
以非常之担当防风险、护稳定、促
发展，用非常之举措夯基础、抓打
防、提实力，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

确保了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
定。

——加强重点地区和重点场
所防控。切实强化群防群治工
作。推动群防群治社会力量逐
步向“队伍组织化、人员专业化、
管 理 规 范 化 ”发 展 。 推 动 实 行

“一村一警”模式。按照“城市县

城和农村集镇一警两辅、农村地
区一村一辅”的要求配备。全市
共配备社区民警 956 名，社区辅
警 2901 名，基本实现“一村一警”
全覆盖。

——加强重点行业和重点物
品管理。持续推进“慧盾”平台智
慧场所模块建设应用；加强场所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查处；开展歌舞娱
乐场所专项整治，进一步净化全市
公共场所风气。 （下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