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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生活

民呼我为民呼我为 ·幸福进行时

本报讯（彭埠街道）“真没想到不用
面对面就能调解矛盾，网上调解效率真
高！手机上操作也很方便，短短几十分钟，
事情结了，心事了了，真的很感谢……”彭
埠街道红五月社区居民陈师傅来到社区微
法庭，连声道谢。

事情还得从前几天说起。跟陈师傅
住同一楼层的王师傅经常在公共过道内
堆放杂物，影响彼此生活，因双方之前发
生过多次纠纷，对方始终不愿意面对面协
商，因此陈师傅找到社区寻求帮助。得知
原委后，社区调委会立即启用“微法庭”在
线连接双方当事人，通过网络视频连线，
进行在线调解，最终成功调解纠纷。

微法庭，顾名思义就是缩小版法庭，
它以社区法庭工作室为载体，设置“浙江
移动微法院”“浙江ODR”（在线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平台）和“庭审直播”三个智能平
台，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法庭工作室，让
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法律服
务，是“枫桥经验”的智慧化升级模式。

“像这样的微法庭，我们街道目前已经
挂牌成立了7个。很多社区还因地制宜，比
如建和社区充分利用阵地资源，在‘微法庭’
开通庭审直播平台，由法院提供‘菜单式’的
案件庭审直播清单，社区自主选择并组织居
民观看民间借贷、危险驾驶、电信诈骗等多

发案件，让看似神秘的庭审现场进入‘寻常
百姓家’。”彭埠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为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进一步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彭埠街道扎实有序推进“微法庭”工
作。在司法所的指导下，由街道人民调
委会联合退休老干部、乡贤、律师、心理
咨询师等社会力量组建成“社会智囊
团”，提供“点单式”“专业化”服务，为社
区居民提供个体化、精准化的司法便民
服务。让纠纷解决和司法服务变得更方
便、快捷，真正落实“民呼我为”，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
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
缺位”的工作局面。

据悉，自“微法庭”开展工作以来，彭
埠辖区“一码解纠纷”录入案件 395起，均
为成功调解案件。

手机点一点 矛盾化解尽在“掌”握中

彭埠街道建和社区“微法庭”挂牌成立

小改造大变化 居家养老更舒心
本报讯（南星街道） 卫浴湿滑、地面

凹凸、起身无支撑……这是家住南星街道
复兴街社区的陈奶奶在居家养老过程中
面临的安全隐患与不便。

陈奶奶今年 84 岁，属于社区高龄独
居老人。她本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去
年因为不小心摔了一跤，腰部经常疼痛，
需要长期吃药。陈奶奶家原来卫浴间里
的坐便器和地面间隔着 10多公分高的台
阶，因为腿脚不便，每次如厕都要找地方
支撑，加上卫浴间空间狭小、没有热水、灯
光昏暗，洗漱如厕越来越成为生活难题。

而这并非个例。不少老人居住在老
旧小区里，适老性差、生活不便、容易摔倒
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让他们在家中安全
养老，已经成为一道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
的“必答题”。

为此，南星街道积极落实 2021 年上

城区民生实事工程，大力推行困难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我们在排摸
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基础上，从最具体的
小事做起，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重点
聚焦老年人安全、健康等功能性需求，
让‘旧家换新颜’，针对性解决老年人在
如厕洗澡、起居行走、康复护理等方面
的问题。”南星街道公共服务办负责人
吴佳容表示。

在适老化改造过程中，工作人员对陈
奶奶的身体状况、屋内环境等进行了评
估，并“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在厨房和
卫浴间的地面铺设防滑地垫，同时凿平卫
浴间的台阶，更换破损的坐便器，安装墙
面扶手，配备洗澡椅，加装热水器和 LED
灯等。短短两天的适老化改造，让陈奶奶
的家焕然一新。

“今年，南星街道共有 14 户困难老

年人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在实地验
收的过程中，老人们对于该项目都给
予了高度评价。”南星街道工作人员翁
颖表示。

完成适老化改造后，居民填写满意度评价

落实“双减”政策，区教育局发布告家长书
家长朋友：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是中央针对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现象作出
的重要部署，也为教育行政部门加强教学管理和
培训机构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意见》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特此提醒：希望家长朋友谨慎报名学科类培
训，谨慎付（续）费，缴费时不要一次性缴纳超3
个月或累计60课时的培训费用。同时，必须签
订规范的培训合同，妥善保管好培训合同及收费
凭证，作为今后维权的依据，以免发生不必要的
退费纠纷。非学科类的兴趣爱好培训，也请家长
根据孩子实际情况，适度参加。

建议家长朋友不妨将教育的重心转移到培
养孩子习惯上来：

●阅读的习惯能有效促进思维的发展。
●运动的习惯能有效促进注意力和专注力

的提高。
●劳动的习惯能帮助孩子确立正确价值观、

责任感，提升独立能力。
●参与家庭生活的习惯有助于孩子公民意

识的培养。
●兴趣爱好的习惯有助于塑造健全人格，全

面发展，建立自信，积极健康。
好习惯成就好未来，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

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在此，真诚希望学校和家庭密切开展家校合

作，进一步树立科学的育儿观，遵循教育规律和孩
子成长规律，培养良好习惯，保证孩子充足的休息
时间、睡眠时间，切实减轻孩子过重的学业负担。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
2021年8月18日

本报讯（综合报道） 基层减负是提升基层
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上城针对“报表多”这一
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以基层表单智能填报为
切入口，探索建设“一表通”应用场景，通过系统
构建各类表单数据底库、实现报表自动填充生
成，大幅减轻社区工作人员报表填报负担。

据了解，“一表通”应用自上线以来，已实现
96张高频报表自动生成，每位社工每个月可减
少表单填报时间近17个小时。

聚焦问题 做好需求分析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以往社区负责各
条业务线数据采集和报表填报工作，任务非常
繁重。经调研发现，当前基层表单填报主要存
在三大问题，一是多头报，前期需要街道、社区
两级填报的各类表单较为繁杂，且不同条线有
不同的表单填报系统，存在多头录入情况；二是
重复报，不同条线同一时间和同一条线不同时
间催报的报表存在大量的重复字段，耗费基层
社工大量时间填报相同数据；三是更新难，基层

工作所需各类数据分散在省市区不同层级业务
系统，数据共享协同及实时更新较为困难。例
如闸弄口街道，2020年全年社区填报各类报表
达500余张次。社工疲于填表，在一定程度上也
影响了走访服务群众的时间与精力。

因此，上城谋划构建“一表通”应用场景，并
明晰目标定位，通过系统构建表单数据底库，实
现数据实时在线、系统智能联动、表单自动生
成，撬动区、街、社三级职能关系优化，引发信息
采集、报送、处理、考核等工作方式方法的一系
列变革，切实减轻基层负担，促进基层治理体系
重构、治理机制创新。

多方合力 推动系统开发

由区委办、区委改革办牵头，区委政法委、区
民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区数据资源局等20多个
部门协同合力，建立“一表通”工作推进完整闭
环，深入运用数字化改革V字模型，从报表自动
生成、数据直达报送、业务准入审核、服务智能提
醒等4项主要功能诉求出发，有序推进架构开发、

数据整合、应用迭代等各项工作。围绕拆解出的
任务，建立活跃度、应用效能、基础数据量、报表
使用量、数据协同量、准入审核量、优化报表量等
7个一级指标，以及报表自动生成量、累计数据调
用量等19项二级指标，使各项核心任务可感知、
可量化、可展示、可评估。同时，连通基层治理四
平台、省大救助系统、省人社工作平台等10个数
源系统，通过数据接口对接和批量交换方式有效
归集人员参保信息、救助对象信息、残疾人信息、
疫苗接种信息、死亡人员信息等18类数据，已归
集数据370万条，累计调用省市数据200万次。

改革突破 深化应用成效

“‘一表通’应用场景的推广运用，极大地优
化了以往传统的表单填报机制、社区服务方式、
基层考核流程和数据治理水平，它所具备的引
领性、可推广性也获得了省委办公厅认可。”区
委改革办负责人介绍道，“以报表自动生成功能
为例，前期‘一表通’根据各类表格梳理出 1616
个标签字段，归集民政、社保、残联等部门业务

系统中的数据和社工收集录入的数据，建立了
‘一表通’数据库。部门可在浙政钉‘一表通’应
用端发起数据需求，系统将根据标签字段快速
搭建表头，调取最新数据自动填充并生成表
格。比如区民政局所需的九十周岁（含）以上老
人生日慰问名册，包含姓名、户籍地址、身份证
号等 10个标签字段，通过‘一表通’即可自动填
充并反馈生成表格。这样一来，便有效减轻了
基层工作负担。”

业务报表的生成由原来的手工填报、多头
录入转变为一次录入、自动生成。业务报表的
报送方式由逐级归总、层层催报转变为随时生
成、一键直达。数字技术与制度创新耦合，用数
据归集共享撬动流程再造、制度重塑，“一表通”
应用场景初步实现基层业务报表“填报一个口、
数据一张网、管理一条线”，为破解“报表多”难
题、助推基层工作减负增效，以及促进基层治理
体系改革提供可借鉴的新路径。

我区“一表通”应用场景推进基层工作减负增效

编者按：数字化改革是新发展阶段我省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抓手。今年以来，我区深入贯彻落实省

市数字化改革决策部署，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

改革，瞄准主跑道、争当排头兵，形成了一批具有上

城辨识度和重大引领性的数字化场景应用。即日

起，区委宣传部、区委改革办联合推出“上城数字化

改革进行时”专栏，跟进报道这一重要改革的创新

举措、阶段成效和典型案例，不断浓厚改革氛围，汇

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

“一表通”应用场景驾驶舱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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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进行时数字化改革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