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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帮助解决物业问题时，“橙心帮”服务队

会收取一定的基础费用，比如材料费、工时费等。但对
于6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党龄50年以上的老党员、残
疾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商业街区内12分制季度内无
扣分的商家，服务队免费提供水电维修、管道疏通、代
缴水电费、废旧家具清运、应急开换锁等服务。

“服务很及时，也很到位，态度又好！”“说实话，像
我们这种敞开式老小区，物业管理能做到这个程度真
心不容易。”对于小区的“准物业”，居民纷纷点赞。

与时俱进
“红色物业”整合多方资源

亲子做月饼、垃圾分类竞答、旗袍秀等文艺汇演
……在今年的中秋节，江滨社区联合四园小区物业、
辖区社会组织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活
动，吸引不少居民到场观看和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
断，气氛热烈。

年初以来，江滨社区着力打造红色物业“1+3+X”
管理模式。即以社区党委一面旗帜为引领，组建社区党
员、物业公司、社会组织三支队伍，整合业主委员会、社
区党员、居民代表、楼栋长、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形成组
织共建、资源共享、实事共做的服务格局。据不完全统
计，自试行“红色物业”以来，江滨社区累计解决小区民
生实事630余件，群众满意度达100%。

当前，稠城街道通过深化红色物业、红色业委会
等模式，社区党员设岗定责，小区党员参与业委会建
设，担任红色楼道长监督物业做好小区服务。同时，
积极组建物业党支部，为社区提供准物业服务资源，
辖区物业管理服务得到显著提升。积极对接社会服
务组织，针对民生需求最为集中的领域形成常态化、
主题式、交互型的服务清单，包括残疾人服务、老年
人托管、亲子教育等居民关注度较高的话题，满足居
民个性化、共性化服务需求。

与此同时，街道还整合辖区准物业团队、物业公
司、业委会等各类资源，共同参与“有事找社区”等工
作。以通惠社区的“红色物业”为例，今年已先后组织开
展了公益夏令营、童趣市集等特色活动，帮助居民商户
解决家电维修、管道疏通、垃圾分类等共性问题1500
余条，协助社区解决各类矛盾调解、小区路灯不亮、小
区外墙脱落等问题360余个。

说到“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深入人心。如今，

“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和深化，从社会治
安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
态等领域，对基层治理进行新探索。

乡村、社区、海上，
一地“盆景”变为全域“风景”

“枫桥经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
源于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创造和政
法工作的生动实践，“发动和依靠群众，
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是其最基本
的内涵。

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是“枫桥经
验”发源地之一。在化解群众矛盾方面，
枫源村将3个自然村划分为3个网格，每
个网格配备“一长三员”，即网格长和网
格指导员、专兼职网格员。每天，网格员
都会将发现的问题上报，村一级快速受
理、迅速处置。处理不了的，上报镇里，镇
村两级协调解决，做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枫桥经验”发端于乡村，其精神内
涵运用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如今，城
镇社区版、海上版“枫桥经验”不断涌现，
从一地“盆景”发展为全域“风景”。

在诸暨市的各个社区，“江大姐”“巧婆
婆”等志愿服务团体先后成立，一批能说会
道、热心公益的志愿者为群众排忧解难、调
解纠纷。年过七旬的史品江，是诸暨市城西
花苑社区居民，也是一名热心的“公道伯”。
为了做好调解工作，这几年他自学了很多
法律政策。“邻里之间的矛盾大多是鸡毛蒜
皮的小事，其中楼上楼下矛盾最多，水管漏
水了，装修影响对方了，我们在第一时间介
入，能防止矛盾扩大。”史品江说。

在宁波市象山县，当地公安机关先行
先试，探索了适合海岛治理的海上版“枫桥
经验”。象山公安聘请当地有威望的“海上
老娘舅”和海上事故调研员加入“调解资源
库”，在纠纷调处前，由矛盾双方选择信任
的“海上老娘舅”及工作人员主持调解。“借
助‘你点我调’的点将机制，象山海事、渔事
纠纷调处成功率达到100%。”象山县公安
局相关负责人说。

自治德治法治，
“三治融合”提升治理效能

紧邻高铁站的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
村，这些年来工程项目特别多，面对大开
发、大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纠纷，越丰村建起
百姓议事会，大事小情都要拿到会上议一

议。“现在，我们老百姓的话真管用。”越丰
村村民张金林说，之前有人反映村里路灯
老化，百姓议事会成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开
会讨论，一致同意投入5万多元对路灯灯
头进行更换。

不断发展的“枫桥经验”已不再局限于
就地化解矛盾，而是成为依靠群众进行社
会基层治理创新的代名词，而与自治同步
推进的还有德治和法治。

在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由退休干
部、乡贤、村民小组长组成的评判团，通过协
商共议评定“星级家庭”；绍兴市越城区全面
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全覆盖，并成立各级调解队
伍，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纵深拓展依法治理。

如今，“三治融合”的星星之火在浙江
大地迅速燎原。百姓评百星、“板凳法庭”、
阳光议事厅……“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
判、事事有人管”的理念正推动基层社会治
理转型升级。

数字智能互联，
科技引领治理创新方向

数字化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基本
方向。

走进绍兴市柯桥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仿佛进入一个偌大的“诊治社会
治理疑难杂症的综合性医院”。群众诉求由
窗口统一受理，根据诉求类型不同，群众将
被分流至信访联合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等12处不同的化解调处功能区，真
正实现信访诉求、矛盾纠纷只需进“一扇
门”，办事维权只用“跑一地”。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举办地——乌镇，
用“互联网＋”手段组建了集线上线下于一
体的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乌镇管家
联动中心。老百姓只要发现问题，就可以随
手拍照，通过微信发送到乌镇管家联动中
心信息平台，由工作人员交办给相关部门，
相关部门会第一时间赶去处理，非常高效。

自从加入“乌镇管家”后，乌镇居民周
丽影老人学会了用手机拍照、发微信。她
说：“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看到有垃圾乱
倒、窨井盖坏掉、路灯不亮等事情，随手拍
个照片，发个微信，就会有人来处理。”

“‘枫桥经验’的生命力在于它与时俱
进，利用数字手段做好群众路线、人文关怀
等工作，才能使‘枫桥经验’这面旗帜在数
字化时代，仍然高高飘扬。”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夏诚华说。

新华社杭州10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唐弢

乡村、社区、海上，“枫桥经验”的新实践

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宁夏石嘴
山市的马学成一家,自驾到吴忠市红寺
堡区柳泉乡永新村，体验了一把不一样
的乡村旅游。

选好一户农家住下后，马学成在闲
逛时发现，农家小院“别有洞天”——前
一刻还在这家庭院中观赏嶙峋怪石、
小桥流水，走着走着，不觉间已到了另
一户人家开设的“亲子乐园”；再走几
步，循着乐声和香气，又到了另外两户
农家的K歌园、烧烤园……

“这里的农家乐庭院都打通了，而
且每家特色不同，体验特别丰富，村民
们都管它叫‘共享庭院’。”马学成说，行
走在“共享庭院”中，仿佛穿梭在曲水流
觞、亭台林立、步移景异的景区一样。

打造“共享庭院”，是永新村发展乡
村旅游的一次创新探索。政府资金扶持、
村民自发筹建，经营农家乐的院落相互
打通，按“一户一品”模式发展。除了农家
自住的私人空间，游客可以自由穿梭于
各家各户的庭院，体验烧烤、采摘、娱乐
等不同特色。

“这种模式可以避免同质化竞争，让
村民共同受益的同时，也提升了乡村旅
游的吸引力。”永新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彬
说，相邻院落打通后，还能增进邻里关

系，促进民族团结。
共享经济在城市早已不是新鲜事物，

永新村的“共享庭院”成为吸引游客慕名
前来的乡村新景。去年，全村农家乐收入
近70万元；今年国庆节假期，村里农家乐
营业额同比翻了近5番。

这在20年前，是村民想都不敢想的事

儿。永新村是一个移民村，它所在的红寺堡
区是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扶贫集中安置
区。移民搬迁之初，这里是一片风沙肆虐的
荒滩，要山没山、要水没水。

近年来，移民们通过拓荒垦地、改
善生态，将荒滩建设成产业发展的沃
土。借助附近的罗山飞行营地带来的人

流量，永新村依托枸杞、黄花菜、滩羊、
肉牛等特色种植和养殖业，自主发展乡
村旅游，并组织村民外出参加烹饪和住
宿服务培训，对标星级宾馆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

有了乡村旅游这一新的支柱产业，移
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罗金虎家参与了乡村旅游

“共享庭院”建设，主打特色中餐。国庆节期
间，罗金虎家几乎天天爆满。自从2018 年
经营农家乐以来，他家每年各项收入能达
到十几万元。

发展乡村旅游也让村庄人居环境焕然
一新。平整宽阔的巷道两侧，绿荫成行；颜
色清雅的黛瓦白墙，赏心悦目；农家乐的客
厅、卧室、卫生间等装修布局和卫生条件与
星级宾馆别无二致。

李文彬说，村里对农家乐食宿条件、定
价收费等有统一标准，“好口碑”吸引了不
少回头客。尝到甜头的永新村将把更多农
户纳入“共享庭院”发展计划。

“刚起步的时候，村民都不愿意干，现
在争着抢着要干出特色呢。”李文彬说，村
里将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做好服务细
节，为游客提供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

新华社银川10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任玮 马思嘉

“共享庭院”让乡村旅游更火

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记者戴
小河）10 月 9 日是第 52 届世界邮政日，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在世界邮政日
的致辞中表示，将因地制宜推进快递

“进村”，加快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建设，建立差异化、渐进式进村标准，
三年内实现建制村直接收投，对接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和产业强镇建设，打
造更多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助力
乡村振兴。

马军胜说，2020 年，我国邮政业业
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

业 收 入）达 到 11037.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5%，行业首次迈过万亿级产业门槛，
业务收入与 GDP 比值首次超过 1%。快递
业务量达到 833.6 亿件，年支撑网上零售
额超过 10 万亿元，新增社会就业 20 万人
以上。

“看到发展成绩的同时，更要清醒
认识到，我国邮政业大而不强、快而不
优的基本业情没有改变，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和矛盾仍较突出，还不能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更好用邮需要。”马军胜
表示，快递收投“最后一公里”基础薄

弱、国际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滞后、全面
绿色转型任重道远、安全监管任务日益
繁重，这些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千方
百计一一破解。

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统筹网络业务
布局，释放市场需求广阔潜力。建强“主枢
纽”，深度对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运输网
络和物流枢纽等规划，统筹布局一批区域
性国际枢纽和全国性枢纽，着力打造一批

“枢纽+关联产业”快递经济区。打通“大
动脉”，加快推广多式联运，升级公路运输
能力、探索试用无人驾驶，提升航空快递

规模、破解高铁快递瓶颈。
马军胜表示，国家邮政局将分类分步

推进快递“进厂”，聚焦医药、汽配、服装和
快消品等领域，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区
域，培育一批典型示范项目，打造一批应用
场景先行区，提供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着
力打造制造业移动仓；推进快递“出海”，整
合优化境内外、上下游资源，增强国际寄递
网络连通性和稳定性，加快形成区域性国
际寄递网络，补齐海外中转、洲际干线、标
准衔接等短板，不断丰富洲际国际寄递物
流专线。

我国三年内将实现建制村快递直接收投

游客在永新村的“共享庭院”里游玩（10月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10 月 9 日，邮政工作人
员在河北省遵化市第三实验
小学给学生介绍集邮知识。

当日是“世界邮政日”，
多地学校组织开展邮政知识
进校园等活动，向学生们宣
传普及邮政知识。

新华社发 刘满仓 摄

邮政知识
进校园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于佳欣）商务部等
14部门9日联合印发《家政兴农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提出7项22条工作举措，旨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家政行业规模迅速扩大，从业人数超过
3000万，成为重要灵活就业渠道，但消费者反映的服
务员“不好找、用不起、不好用”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随
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及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家政服
务市场需求仍有巨大空间。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相关负责人说，
商务部此前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动家政扶贫，截至
2020 年底，已累计带动 85 万贫困劳动力从事家政服
务，取得积极成效。如今发布这一行动计划，正是为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
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更有效保障城乡家庭家政服务需求。

这一文件统筹供需两侧、城乡两端，提出7项22条
工作举措。具体来说，即通过加强基层动员引导、完善
供需对接、促进服务下沉等，扩大家政服务供给数量；
以提升技能、加强行业规范等，提高家政服务供给质
量；以培育家政服务品牌、推动业态融合发展、促进数
字化赋能等，优化家政服务供给结构和方式。

这位负责人说，相比以往家政扶贫政策，这一文
件既从服务供给角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出得来、留得
住、干得好，又从服务需求角度，提高服务质量、创新
服务提供方式，让消费者找服务员找得着、找得起、
找得好。

商务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家政服务业
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20%，各地制定地方性标准规范
超160个。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初步建立，家政信用信息
平台累计归集1.6万家家政企业、1200万条家政服务
员信息。家政服务与养老、育幼、物业、社区零售等业态
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我国发布未来5年
家政兴农行动计划

新华社上海10月9日电（记者胡洁菲）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9日正式发布先行启动区规
划建设导则，为660平方公里先行启动区的规划建设、
工程设计等提供技术指导。

“作为跨省域规划建设导则，这一导则聚焦‘一套
标准管品质’，是示范区又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成果。”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说，由于涉及
的领域较为广泛，为了体现“一体化”和“高质量”的要
求，导则聚焦生态环境、城市设计、综合交通三大重点
领域。

比如，示范区目前处于各种建设与非建设交织混
存的状态，具有空间、形态、功能上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段进介绍，为
缝合发展上的差异，导则在遵循自然资源部相关要求
的基础上，改变过去偏重于城镇集中建设区的做法，打
破原有城与乡、新与旧相互分离的体系，构建出新旧协
同、城乡融合的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新标准。

具体而言，在生态环境方面，导则聚焦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引导河湖湿地、林地、农田生
态系统修复和景观优化；城市设计方面，导则重点突出
江南文化底蕴，加强各类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活化，旨在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城乡空间脉
络和文化风貌；综合交通领域，导则积极探索跨省域交
通一体化衔接技术，加强运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慧
交通组织方式。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发布
跨省域规划建设导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