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事项不用跑，办事不超半小时，是我们的目标。”石峰区政务
中心主任黄勇军介绍。

12月17日，随着半年时间的升级改造、半个月的试运行，石峰区
便民服务中心正式启动了（下简称为中心）。目前，石峰区居民涉及自
然人的事项，73%已经进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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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我的“编外”网格员！

兰菊华是井墈社区的一位楼栋长，70 多岁
了，是社区里人尽皆知的热心人。“我可经过了
实习，是过了考核的‘网格员’哦，肯定称职。”兰
娭毑乐呵呵地开起玩笑。她说，自己是网格员
吴渺的“编外”网格员。

吴渺所在的网格特殊人员、困难家庭都比
较多，工作难度相对较大。兰娭毑原本就是热
心的楼栋长，刚刚成为网格员时，吴渺没少向兰
娭毑请教。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有好几次网格巡查
的时候，我发现兰师傅也在到处转悠，谁家养了
狗，要问一问，谁家来了客、出租了房子，也问一
问，开始我还挺纳闷的，她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十
年，有什么可好奇，在转悠什么呢？”吴渺为了得到
答案，硬是悄悄跟着兰娭毑走了几个小时。最终，
兰娭毑发现了吴渺，同时也有点害羞地表示，网格
员主动上门请教问题，自己感觉特别自豪，所以平
时也要多做“功课”，多帮网格员收集情况，把小区
工作搞得更好。

“兰娭毑，虽然你年纪大，但是你有影响力、
有群众基础，大家都喜欢你，我们网格员要向你
学习，你是我们的好老师、是我们的参谋长啊。”
吴渺的话让兰娭毑自豪满满。

“那我就是你们的编外网格员了，对不对？”

资料不齐、时间不对
“感谢网格员，让我轻松办成了医保”

“我资料没有准备齐，又不是本地人，办事
的时候还下班了，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可以这么
顺利就办好了。”陈师傅租住在清水塘街道华垅
社区，前日，从外地回来的他从网格员手中，领
到了已经办理好的城镇居民医保小册子。

陈师傅说，这次的办事经历，让他切切实实
感受到了网格化治理的好处和政府办事流程的
简化、服务效能的提升。

11 月 23 号下午 5 点多钟，陈师傅急匆匆赶
到社区，他想办理城镇居民医保。陈师傅带了
户口本和身份证，但根据政策规定，外地户籍在
社区购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还需要提交在本
地购房的房产证复印件。

“我的房产证放在广东女儿家，虽然可以快
递过来，但是我这段时间家里有些事情，东奔西
跑，明天就要赶到外地去，不方便接收。”陈师傅
正在发愁，没想到网格员认出了他。

接待他的是华垅社区一网格的网格员陈琳。
“我认识他，就是我格子里的居民，采集过基础信
息的。”陈琳介绍，通过网格化信息服务管理平台
的系统，她查到了男子的信息，在系统内的居民证
件信息的文件夹内，果然有男子的房产证照片。
这下好了，只要打印出来，所需的证件就齐了。

办理城镇居民医保需要到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审核盖章，可当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陈师
傅，如果你信任我，把钱放在我这里我帮你办
好，等你忙完事情回来再来拿，如何？”陈琳的
表态让陈师傅非常感动，二话没说就把费用交
给陈琳，并连声道谢。

陈琳介绍，陈师傅办理的事项，在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属于即办件，几分钟就可以办好，若不
是缺少一些资料，他自己便可以一站式搞定。

73%涉及自然人的事项
已进驻中心

中心位于先锋路与响石东路交叉口北150
米，石峰政务大楼内。截至目前，中心共进驻
10家单位、26名工作人员，基本囊括了企业、群
众密切相关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等174个事
项。石峰区居民涉及自然人的事项，73%已经
进驻中心。

黄勇军介绍，中心一楼各窗口的工作人员
不再由各业务部门派遣，取而代之的是由经专
业培训考核上岗的政务受理员进行“一口式”受
理，同时，事项流转信息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办
理过程、办理时长全面留痕。

“这段时间，我们每天受理的业务量为150
人次，明年交警的部分业务进驻之后，业务受理
量还将有一次较大幅度的提升。”黄勇军介绍，
目前，石峰区便民服务中心仍在根据实际情况
对进驻事项和窗口进行调整，不断完善配套设
施和服务，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

中心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
下午冬令时13：30-17：30，夏令时14：00-18：00，
咨询服务电话：0731-22232641。

进行标准化改造后
公安、工商多个事项已迁入中心

经标准化改造后，中心设三层楼，总面积约
1200平方米，一楼为自然人办事大厅，二楼为法
人、专窗办事大厅，三楼为行政办公室。

取号机、办事导向电子屏、排队等候区、休
闲区的合理划分，让中心办事秩序井然，自助照
相、自助银行、自助茶水、自助打印与复印等功
能让办事更方便，“为方便大家，特别是腿脚不
方便的老人，还特意加装了电梯。”咨询导办张
婷介绍，办事群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前来问她。

一楼设6个综合业务窗口，进驻69个自然
人办理事项，采用一窗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的运行模式，居民办事不需要“认门”，任何
一个窗口都能办理老年证、残疾证、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就业失业登记（年审）等所有自然人
进驻事项。

二楼7、8号窗口为工商专窗，分别办理企业
与个人的设立、变更、注销、股权出资等商事登
记。原石峰区的五个工商所已不再办理个体工
商户的登记业务，需要办理相关业务的居民请到
便民服务中心二楼的7号窗口进行办理；11、12号
窗口为公安专窗，主要办理出国境证件以及居住
证、临时身份证等业务。原设在清石广场的治安
大队的办理点已取消；13、14号窗口为民政专窗，
可以办理婚姻登记，社团组织登记等事项。

打破部门壁垒打破部门壁垒，，帮扶救助只进一扇门帮扶救助只进一扇门

在便民服务的这张在便民服务的这张““互联网互联网++政务政务””的大网内的大网内，，各个部门之间壁垒也各个部门之间壁垒也
被打破被打破，，人社人社、、民政等民政等1313个部门的个部门的5252个帮扶事项全部归口至个帮扶事项全部归口至““帮扶救助帮扶救助
中心中心””,,由由““帮扶救助中心帮扶救助中心””将帮扶救助条件和受理程序在网上进行公示将帮扶救助条件和受理程序在网上进行公示，，
并对老百姓的各类救助申请统一审核并对老百姓的各类救助申请统一审核，，实现事项办理公开透明化实现事项办理公开透明化。。

石峰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石峰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前有些申请人遇到困难以前有些申请人遇到困难，，不知道应不知道应
找哪个部门申请找哪个部门申请、、如何提出申请如何提出申请。。还有少数申请人还有少数申请人，，同时向民政同时向民政、、残联残联、、妇妇
联多个部门提出申请联多个部门提出申请，，利用的就是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共享利用的就是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共享，，想以此多拿想以此多拿
救助救助。。““帮扶救助中心帮扶救助中心””整合相关部门的职能整合相关部门的职能，，对群众的各种救助申请进行对群众的各种救助申请进行
审核审核，，避免避免““申请无门申请无门”“”“过度救助过度救助””等现象的同时也便于对各类救助进行等现象的同时也便于对各类救助进行
统筹统筹，，大家大家““只进一扇门只进一扇门””，，信息集中了信息集中了、、流程透明了流程透明了、、事情统筹了事情统筹了。。

不出社区就能自助办
石峰区所有社区均已配置自助终端机

“网格化+信息化”基层治理模式，让社区回归居民自治，政务事项可到
街道办、也可以就近在身边办。目前，石峰区所有社区已经安装自助服务终
端设备，目前正在对网格员进行操作培训。

“今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可以办理的大部分事项，大家可以自己操作
或者在网格员的帮助下，在社区自助终端机上直接办理。”石峰区网格办负
责人介绍，政务事项实现“街道集中办，社区就近办，帮扶网上办”、依托网格
员实现“部分事项不用跑”，便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石峰样本。

◀目前，石峰区
各社区都已有自
助终端设备进驻

◀27日，石峰区便
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在为市民服务

▲12月27日，市民在石峰区便民
服务中心办理业务

“1+5”模式
32个事项在街道
即可当场办结

目前，除了区本级以外，5个街道的便
民服务中心也相继建成。清水塘街道已
于今年5月开始集中办理，田心、响石岭、
铜塘湾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将于农历新
年之前相继开放。区本级与街道的便民
服务中心依托公共服务平台，上下连通形
成“一张网、一盘棋”。

清水塘便民服务中心政务受理员
文新平原来是街道两保站工作人员，她
介绍，对比过去，无论是对居民还是对
工作人员而言，办事的繁简程度已有明
显改变。

以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年审事项
举例，以前是集中年审，先由各个社区
收集居民的证件，大包小包送到街道，
街道进行初审、造好名册，又大包小包
扛到区里，一一审核完毕盖章之后，再
经街道、社区返回到居民手中，光这项
工作，扎扎实实要办两三个月，几千本
证件搬来送去，麻烦不说，还要担心遗
漏丢失。如今，年审的权限下放到了街
道本级，居民只要自己持证于工作日到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进行年审即可，几分
钟就办好了。

65岁以上的老人办理老年优待证，
以前要先到社区或者街道咨询如何办
理，自行准备好资料后再于指定时间到
区里办，每周只有一天受理。现在，大家
在办理之前可以在网格微信群里咨询，
或是登陆“石峰发布”微信号在“办事指
南”里查询，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每个工作
日均可办理，而且也是即办即走。

“这些工作，身体不便的特殊群体，
还可以申请由社区网格员帮忙代办。”
清水塘街道党工委书记殷彬介绍，从5
月份上线试运行，清水塘街道基层公共
服务平台受理即办件 1153 件、流转
2998件。

简政放权的背后，是对纷繁复杂的
办事程序进行细致入微的条分缕析。
今年以来，石峰区梳理区级政务服务事
项69个，街道政务服务事项71个，优化
精简人社、老龄、残联、计生等业务部门
的办事流程130项，同时下放权限到街
道，街道平台可受理政务服务自然人事
项 96 个，其中 32 个可实现“当即办理、
当即拿证”。

部分事项不用跑，办事不超半小时
打造“指尖上的政府”，石峰区将便民服务送到

记者 李卉 通讯员 廖婕 利文

▲石峰区便民服务中心

网格故事2

网格故事1

▲街道联点干部来到网格居民家中开展安
全隐患大排查，关心居民防寒防冻事宜

（（本版图片由记者刘震本版图片由记者刘震、、石峰区委宣传部提供石峰区委宣传部提供））

着工装、戴工牌，还要注
意站姿挺拔、目光温和、正视
对方，倾听时保持微笑，不随
意打断他人说话……女孩张
婷没有想到，这份石峰区便民
服务中心“咨询导办”的工作，
不但要熟悉各业务部门的办
事流程，还要掌握空姐礼仪知
识，5个月岗前训练，确实是一
次“内外兼修”的自我提升。

经标准化改造后全新启
动的石峰区便民服务中心，硬
件提升让人眼前一亮，场地布
局、功能区间划分与硬件设置
无一不体现着为民情怀；统一
着工装的工作人员举手投足
之间都在诠释专业化与亲和
力的和谐统一；让人心情舒畅
的“核心武器”当然还是办事流
程的方便简化，通过梳理、分
析、协调，一批消耗居民时间精
力来回跑路的流程设置被精
简优化，一批削弱着居民满意
度的无意义证明相继被取消、
一批在身边就能办理的事项
纷纷被下放权限到居民身边。

实行“最多跑一次”改革，
石峰区以“网格化+信息化”基
层治理模式为抓手，建设“指尖
上的政府”，这不仅写入了
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
体现在石峰区上下一年以来
的生动实践里。

一年来，五个街道26万余
居民分入232个网格，网格微信
群将大家聚拢到一起，网格员、
联点干部、办点领导入格、入
群，网格吹哨、部门报到，普通
居民与区委书记做起了网友，
生活上有不便、办事中遇困难，
或是对片区发展有建议意见，
都可以通过网格微信群畅所欲
言；“1（区本级）+5（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相继投入运行，可自
助办理事项的终端设备安装到
了每个社区里，“一口式”受理
让信息多流转、居民少跑路，

“只进一扇门”的帮扶救助申办
打破数据孤岛、突破部门之间
的行政隔阂，寻求帮助不再无
门、过度救助也被有效避免，石
峰区官方公众微信号“石峰发
布”与网格化工作对接联通，微
信用户遇到大小问题可通过

“随手拍”上传到公众号，网格
办后台会在第一时间接收处
置，3个月来，共收到255件事
项，目前已办结230件，生动践
行了“网上群众路线”。

“互联网+政务”提升政
府治理和服务水平、改善营
商环境，更让政府形象从威
武森严的机关衙门，成为指
尖上的亲密好友、生活中的
贴心同志，这场改革的终极
意义便是将高质量发展落实
到人民群众的现实感受中。

践行网上群众路线
石峰区今年做了这些事这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