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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近年来，株洲市综治中心按照“实体运行、

实战导向、实用为主、实效为先”的原则，坚持

“四三理念”，聚焦指挥调度、风险研判、矛盾调

解、督导评价功能，在全市安保维稳和社会风险

防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强化基层基础，实现“三全”覆盖
全区域建成综治中心。出台《关于加强综

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

11 个，推动综治中心和网格中心一体化运行，

实现“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融合发

展”，切实强化综治中心力量配备、经费保障、基

础建设、资源整合。连通全市 9 个县（市）区、

105 个乡镇（街道）、1388 个村（社区），建成综治

中心 1503 个，实现“市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全

覆盖。

全要素纳入综治平台。建设了四级贯通社

会治理云平台，全量归集网格员采集、群众反

映、智能设备感知的“人、地、事、物、情、组织”社

会治理要素，涵盖 400 多万人口、90 多万法人、

120 余万栋房屋的社会治理数据，同时横向与

市直部门系统数据融合，汇聚行政审批局等 9

个委办局共计 390 个数据项信息，数据总量超

1970余万条，精准掌握基层治理态势。

全周期构建事件闭环。构建网格事件处置

四级循环，对网格内事件分级处理，小事件网格

内处理的“自循环”；基本事件村（社区）处置的

“微循环”；一般事件乡镇（街道）处置的“小循

环”；复杂事件乡镇（街道）吹哨，召集相关职能

部门共同协调处置的“大循环”。目前，处理了

30余万条网格事件，群众满意度达 98%以上。

强化资源汇聚，实现“三融”聚力
多网融合。以“党建+网格治理”做深做

实多网融合的基层治理文章，强化党委统领网

格化治理的整体架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核

心作用、基层自治组织基础作用。建立四级责

任体系，市委政法委统筹全市网格化治理工

作，县（市）区党委政法委负责本级网格化治理

工作，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负责本级网格

化治理工作，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任网格长，

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

理优势，实现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互促互进的

良好循环。

机制融合。进一步完善“中心吹哨、部门报

到”机制，建立 22项网格事件处置责任清单，明

确了处置部门、处置时限和结案标准，推动职能

部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管理延伸。梳理社会

治理各条线工作责任，将条线深度嵌入网格“模

块”中，完善工作联动、情况报告、综合研判等 6

项工作机制，推动治理流程再造、治理制度重

铸、治理系统重构，形成以块为主、条块协同的

网格治理模式。

力量融合。研究制定《进一步深化网格化

治理的八条措施》，引导多种网格治理力量进驻

网格，建立以网格长为主导，社区网格员、社区

民警为主力，部门力量、社会力量等为补充的

“1+2+N”专群协作网格化力量体系，构建“信

息员、宣传员、安全员、服务员、巡逻员”“五员

合一”的全科网格队伍，推动网格队伍力量精英

化、专业化、综合化。

强化科技支撑，实现“三化”建设
数据汇聚标准化。建设社会治理专题数据

库，与公安局等 17 个部门签订了《株洲市社会

治理数据信息共享协议书》，共享社会治理数据

项 390 个，数据总量超 1970 余万条。社会治理

专题数据库中的数据被相关部门调用 3.25 万

次，有效实现了一次采集、多方利用。

指挥调度扁平化。建成以综治视联网和雪

亮应急指挥为主的指挥调度系统，横向联通应

急、公安等多个职能部门，纵向贯通市县乡村四

级，构建了信息通畅、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指

挥调度体系。市综治中心可通过指挥系统与县

乡村三级综治中心、网格员直接现场连线，对于

突发应急事件，做到面对面调度，实现全市上下

指挥调度可视化、扁平化。

末端感知智能化。重点人员管控系统和重

点场所监控通过已建成的“雪亮工程”总平台，

深度融合“雪亮工程人脸告警”等末端感知系

统，应用人脸比对、车牌识别、数据分析等功能，

通过 10 万多路监控摄像头，对接近交通枢纽、

学校商场、党政机关等 12类重点区域实现智能

监测预警，快速调度周边力量第一时间处置到

位。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警，社会治理精准处

置能力大幅提升。

强化实战导向，实现“三合”成效
指挥调度平战结合。指挥调度将市县乡村

全面贯通，累积开展视频调度、视频会议、视频

培训、视频调解等 500 余次。在 2021 年 9 月辛

丑年炎帝陵祭祀活动，依托指挥调度系统，实现

了对沿线 7 个县市区、31 个乡镇、116 个村（社

区）、2800余名一线安保力量实时可视调度。

重点人员管控结合。着力打造“1+4+5”市

域社会治理信息化体系，全量汇聚各类视频探

头近 10 万路、各类社会治理数据 1.2 亿余条，基

本实现全市重点人员、重点场所“一网统管”，社

会治理风险“一网统防”。

社会风险防化结合。依托线下“一站式”矛

调中心建设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实现

了重大矛盾纠纷线上报，群众纠纷网上调，调解

资源跨区整合。近年来，利用线下“一站式矛调

中心”、线上“一网式多元化解系统”，年均调解

各类矛盾纠纷 11000 余件 ，调解成功率达到

98%。依托建立的稳评系统，打造社会风险防

控“平安前哨”。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周圆 整理）

法治调研

坚持“四三理念”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
株洲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突出实体化运营
深化基层平安创建

齐卫国

全省基层综治中心示范带动建设第一次现场

推进会在株洲召开，这是对株洲基层综治工作的

肯定和鼓励。

会议强调开展综治中心示范带动建设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

精神，推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

力、解决治理难题的务实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为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

式，株洲加快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四级综治中心建设，突出实体实战实用实效，分级

分类推进基层综治中心示范带动建设，充分发挥

社会治理前沿阵地和中心枢纽作用，探索形成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

完善实体化运行机制。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党委政法委统筹，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助推基层治理工作提档升级。

筑牢实体化运行基础。按照有工作机构、有固

定场所、有人员力量的“三有”标准，因地制宜、简

单实用，明确职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夯实基层

基础，完善统筹协调、事件处置、考核评估等制度

机制，全面加强综治中心基层设施建设。

发挥实体化运行效能。有事早报告，无事报平

安。加强组织领导、调度指导、宣传引导，着力解决

“实体实效”“实战实用”“示范带动”等问题，努力

把基层综治中心建设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排查

化解矛盾纠纷、防范各类风险隐患、优化公共法律

服务、加强应急指挥调度、高效便民利民的实战实

用平台，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为平安株洲建设再上新台阶奠定坚实基础。

法治时评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齐卫国

“7 月份，市域社会环境总体平安

稳定，但依然存在社会治安不稳定因

素 ，如 电 信 诈 骗 、盗 窃 等 较 为 突 出 ；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主要集

中在物业服务纠纷、劳动争议纠纷、消

费维权、保交楼项目等领域……”这是

日前株洲市综治中心召开社会治安稳

定形势分析会议通报的内容。会上，对

电信诈骗案件高发的两个城区下发了

平安提示函，要求全面研判，迅速整改。

近年来，株洲市级综治中心聚焦防

风险、化矛盾主责，整合网格中心、市域

社会治理风险防控“N 合一”指挥中心、

“一站式”矛调中心、“雪亮工程”终端感

知平台、“平安地图”综治信息系统基础

信息数据资源，建成株洲市市域社会治

理（平安建设）指挥调度信息平台，构建

集“指挥调度、数据汇集、风险防控、决

策研判、多元共治、监督考评”为一体，

覆盖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四级的综治信息平台。充分发挥了

“综治为民”“综治便民”“综治利民”作

用，促推集中办公、集约管理、集成服务

的高效运转模式快速形成。

聚焦实体运行
完善综治中心阵地建设
中心吹哨，部门报到。

“遇到复杂问题，我们就协调多个

部门集中解决，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天元区综治中心副主任孙曙霞

说。

打造物业矛盾纠纷类、金融矛盾纠

纷类、劳资纠纷等 10 类矛盾调解专家

库，建立健全“统一受理、专业调解”矛

盾纠纷调处机制，由中心分级派单、行

业专家接单，开展对口解纷，充分发挥

基层和行业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把矛盾

吸附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建立矛盾纠纷及社会风险事件“三

色预警、四级联调”机制，将群众反映、

网格上报及上级交办案事件根据性质

和严重程度，按照蓝色、黄色、红色进行

分类梳理，逐级分流、按责转办。红色事

件由区社会治理风险防控“N 合一”指

挥部进行调度，黄色事件由区、镇（街

道）两级一站式矛调中心进行化解，蓝

色事件由村（社区）、网格协调化解，强

化科学分流，铸造了综合解纷联合平

台。综治中心成立以来，综治平台流转

事件 2万余件，结案率达 95%。

“综治中心是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综合治理的工作平台，是收集社情民

意、化解矛盾纠纷、了解居民诉求的主

阵地。”该区佳美社区党委书记王婷辉

介绍，社区综治中心平台建好后，社区

各类矛盾纠纷数量大幅下降，居民的满

意度大幅提升。

强化实战靠前
健全平安稳定综治体系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对于综治工作，党员干部要起模

范带头作用，通过机制创新，带动工作

活力，解决民生实事。”醴陵市板杉镇综

治中心主任谢永强这样阐述了综治工

作的目标定位。

面对基层问题多、问题杂的情况，

板杉镇综治中心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带头示范作

用。镇政法委员兼任镇综治中心主任，

负责全镇综治工作。镇综治中心群众接

待室日常由一名平安办干部接访群众，

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能当场答复的问

题即接即办，进行当面回复。对于国土、

安监等单一业务部门可以解决的，转业

务部门解决到位后向综治中心报备销

号。对于矛盾纠纷事项，须多部门联动

的转综治中心协调解决。涉法涉诉的转

公共法律服务室引导走司法程序。案情

敏感有明显风险点的，转镇政法委员办

公室通过综治例会或提请镇党委召开

政法工作联席会议研判会商解决。

今年以来，该镇共“销号”82 个来

访诉求，其中值班干部和村级党组织书

记现场答复 31 个，事发村级党组织书

记协调解决答复 12 个，镇机关干部答

复 17个，分管领导组织协调会商答复 9

个，信访联席会议答复 3个。

突出实效为先
创新市域社会治理实践
有事找综治，综治解民忧。

“我们这单元水管漏水 ，请求帮

助。”家住荷塘区天鹅小区经委宿舍楼

1 单元的居民向“社区网格微信群”反

映。

天鹅社区网格员谭智奇收到居民

反映的问题后，立即联系专业维修人员

上门实地走访，发现解决问题需要从二

楼至七楼集体更换水管。他召集本单元

相关居民开民主议事会，通过多次上门

做思想工作，最终商定由二楼至七楼的

住户共同出资维修水管，并当场和维修

公司签订合同，一场邻里纠纷得到圆满

解决。

荷塘区构建“综治中心+网格化+

信息化”工作体系，通过“定人、定格、定

责”，将全区村（社区）划分 176 个网格，

配备 187 名专（兼）职网格员，拓展网格

功能，细化网格职责，推动力量下沉、资

源下沉、服务下沉。创建了“老书记工作

室”“楼栋长来当家”等基层矛调组织和

矛调模式，实现矛调“日日结、周周清”

“件件有回应、调解在楼栋”。同时为打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创新性地在

10 个矛盾纠纷多发频发的小区打造小

区矛调室，整合政法干警、驻小区工作

队、热心业主等资源，广泛开展风险防

范、矛盾化解等工作，真正落实人往一

线走，事在一线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

群众家门口。

荷塘区通过设置区、镇（街道）、社

区（村）三级综治中心，实行分级管理，

做到区管大事、难事和部门分内事，街

道管繁事和跨社区的事，社区和微网格

管身边的小事和琐事，确保高效联动，

上下贯通。坚持关口前移，构建“采集上

报、指挥派遣、处置反馈、核查结案、总

结分析”等闭环机制，及时化解处置各

类矛盾和问题，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繁

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镇街道、矛盾不

上交”。截至 7月底，网格员上报矛盾事

件 20914件，结案率达到 96.8%。

“各级综治中心要始终清晰为什么

建、怎么建、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的

问题。解决好综治中心建设运行中存在

的职能泛化不聚焦、资源整合协调难度

大、信息化支撑应用不实用等突出问

题。实践中确保方向不偏、工作不乱，更

好地贴近实践、服务群众，确保各级综

治中心建设和应用取得实效。”株洲市

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如是说。如今，全

市各级综治中心的贴心服务如一缕缕

春风吹进老百姓的心里，让千家万户深

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

综治“金钥匙”解锁社会治理“平安密码”
——株洲打造四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纪实

天元区嵩山路街道韶溪社区御山和苑小

区居民带着自制佳肴参加“百家宴”。

市委政法委 供图

社区组织的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备受欢迎。

市委政法委 供图

“平安地图”综治信息系统综合各类基础信息数据资源。 市委政法委 供图

5月 31日，全省基层综治中心示范带动建设第一次现场推进会在株洲召开。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周圆 摄

网格员上门给独居老人送晚饭。

市委政法委 供图
荷塘区联合调解组前往御景龙湾小区开展矛盾调

解工作。 市委政法委 供图

天元区马家河街道网格员和孩子们一起开展“七

彩假期·心手相牵”凉夏趣暑活动。

市委政法委 供图

天元区财富湘江小区首创“业主开放日”，

请业主为物业工作“打分”。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谭昕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