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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观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杨富春
通讯员 刘舒晨 董小帆

10月31日下午3点，大冶市保安镇磨山村，彭
文涛将快递件从客运中巴上卸下来，放进快递柜，
拿起手机在微信群里发通知。看到微信，村民钟凤
杰跑来取快递，“以前要骑车到鄂州市长岭镇拿快
递，现在快递柜摆到家门口，太方便了。”

磨山村有4个自然湾，紧临保安湖，村民6000
多人，多为渔民。这里与保安镇区隔湖相望，到镇
上有30公里，还要途经鄂州市长岭镇，是快递物流

“神经末梢”最偏远的村子，过去村民取快递，只能
到6公里外的长岭镇。

改变始于去年10月。大冶市启动智能快递柜进
村行动，一直跑农村客运的彭文涛兼带起快递邮件投
运业务，每天上午11点，他在保安镇转运站将分拣好
的邮件装车运回磨山村，“既服务村民出行，还能给村
民送快递，收入也能增加，一举多得。”彭文涛说。

磨山村“客运+快递”模式，是大冶市探索快递
进村市场化运作的缩影。过去，农村快递件只到达
镇区，一些偏远村庄取件十分不便，也抑制了农村
消费。大冶市引导快递企业整合资源，促成中通、
圆通、申通、极兔、韵达5家快递品牌，成立第三方企
业湖北振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推进寄递进村，
打通“镇—村”派送中梗阻。

大冶市交运局副局长柯俊卿介绍，该市投入
2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500万元，改扩建1.1万平
方米市级自动化分拣中心，开通3条农村客货邮线
路，在322个行政村投放644组兼具收投功能的智
能快递柜，实现全市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

“智能快递柜我们研发定制，大多布点在村委
会，每个点位安排网点负责人，方便老人电话咨
询。”湖北振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柯贤文
说，设置柜子前，每天快递件3000多件，现在增至2
万多件。

在大冶城区快递物流中心，投资200万元的自
动化分拣中心正加紧建设，投用后，快递件直接进
村入柜，不必到镇级转运站再行中转，振豪公司为
每个乡镇配备3名至4名快递员，快递件当日送达，
提高了寄递时效。

智能快递柜进村，破解了快递进村投入大，难
持续的问题。每组快递柜每年只需60元电费，24
小时营业，36小时免费，寄取便捷。相比农村人工
寄递物流服务网点，智能快递柜选点方便，还可根
据需要灵活调整。

大冶物流中心主任王军说，低成本、短补贴、管
长远，这是推进快递进村的初衷。全市加快试点

“农村无人快递驿站、智能快递柜+农村商超”模式，
统筹农村电商、农资供销等协同发展，推动农村快
递早日实现自身造血、长久稳定运行，在乡村振兴、
农民增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大冶降低快递进村运营成本

村村有了智能快递柜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磊、通讯员丁元拾、吕义
兴）11月8日，随着黄石绿城玉兰花园小区业主委
员会在黄石港区住房保障局完成备案，该市1169个
小区业委会实现全覆盖。

2015年建成的绿城玉兰花园小区有业主1565
人，因利益群体复杂、诉求多元，小区业委会成立困
难重重。2020年，小区商户代表向花湖街道提交业
委会组建申请，未能获得20%小区业主签字支持而
失败。

黄石推动小区业委会组建始于2020年。今年
初，经组织部门核查确认，黄石城区小区业委会组建
率为70%，剩下的都是绿城玉兰花园小区这样的“硬
骨头”。该市坚持党建引领，运用共同缔造的理念方
法，通过发挥组织优势，把党支部建进小区，推选优秀
的业主代表，“一区一策”指导小区业委会组建。

今年4月份，绿城玉兰花园小区重新启动业委
会组建工作。黄石市、区组织部门指导绿城玉兰花
园小区业委会筹备组制订十项评分细则，推荐一批
小区优秀党员及热心公益、崇德向善的业主作为业
委会候选人。同时，支持住建部门针对小区业委会
组建中收到的举报，及时调查澄清，以正视听。最
终，这份业主委员会成员名单获得超过小区三分之
二的业主支持。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高曼、全贝贝）“没想到向
社区清廉监督员反馈的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3
个月内的检查结果，换了医院，不用重复检查了。”
10月25日，黄石市黄石港社区居民芦女士向电话
回访的区纪委监委干部说。

芦女士到黄石港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带来了在
其他医院拍的核磁影像。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医生
结合她的病情，参考有效期内带来的检查结果对她
进行诊疗，省去重复检查步骤，仅腰椎CT影像这一
项检查就节省319元。

此前，黄石港区纪委监委走访发现，不少居民对
医疗机构之间检查结果互不认可、重复检验的问题
反映强烈。区纪委监委迅速走访核实，并向区卫健
局制发工作提示函，督促解决基层群众诉求。区卫
健局推动辖区居民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目前已
有263人次享受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黄石港区纪委监委聚焦医疗领域，整合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信访举报、基层小微权力

“监督一点通”等信息平台，发挥社区清廉监督员
“小哨兵”作用，收集群众关注的医药领域问题，
建立共性问题清单，推动职能部门照单整改，区纪
委监委全程跟进监督。截至目前，已督促区卫健
系统建立健全医疗质量管理和行风整治长效机
制，推动建章立制9项。

黄石港区推进
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杨富春
通讯员 周波 柯陆珺慧

社区，城市生活基本单元。平
安综治，关乎万家安宁。

黄石开发区·铁山区，既有工矿
区，老龄人口多；也有工业新区，拆
迁还建矛盾多；还有乡间村湾，农村
治理短板突出。

面对“区域多样、主体多元、目
标多重”的特点，怎样让社会治理更
有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多层次
美好生活期待？

黄石开发区·铁山区探索形成
基层网格“查事”、综治中心“说事”、
专业力量“调事”工作法，推动矛盾
纠纷就地解决，筑牢基层“小平安”，
入选全省新时代“枫桥经验”优秀案
例。

做实微网格，小事不出“格”

网格化管理，是社区治理基本
模式。网格员最快发现问题，迅速
解决问题，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
小事自然不出社区。

网格员配备力量普遍不足。以
铁山街道为例，辖14个社区、户籍
人口4万多人、常住人口2万多人，
60岁以上人口占比27.49%，街道
设64个网格，网格员14人，平均每
人服务1428人。

急需引入社会力量。去年，建
设路社区吸纳网格内民间力量，设
立62个楼栋微网格、10个小区微
网格、5个小区网格，构建“睦邻信
息员—微网格长—网格员”三级服
务网络。睦邻信息员由楼栋长、下
沉党员、直管党员等组成，微网格
长由志愿者担任，确保快速发现，
一线处置，“小事不出社区”细化为

“小事不出网格”。
“二网格微格长反馈，所在楼栋

住户刘女士常和老伴吵架，需调解
处理。”今年6月，建设路社区网格
员黄喜红收到一条信息，依据“睦邻
网格解纷”工作法，上门了解刘女士
身体不好情绪不佳，联系其在外地
工作的女儿，说服刘女士到医院诊
疗，夫妻重归于好。

矿山路社区设有居民家门议事
点37个，志愿者专人值守，第一时
间收集居民反映的问题。社区党委
书记江华说，这里成了民情信息站，
收集并劝解不文明养犬、房屋漏水、
小区飞线充电等许多问题。

铁山街道，通过志愿服务的形
式，吸纳社区党员、热心居民等力
量，积极参与社区自理和网格服务，
已吸纳154名楼栋长。今年以来，
收集楼栋长、微网格长上报各类信
息85条，处置83条，成功处置率为
98%。

若有烦心事，社区来议事

社区治理，矛盾解决本身就是
规则之治。这个规则，是熟人社会
具有共识的情理法，解决矛盾过程
中，建立起感情，形成具有居民共识
的规范，矛盾自然就会减少。

金山街道鹏程社区，由19个村
湾拆迁还建而成。过去，乱搭乱建，

环境脏乱差，物业费收不齐，居民意
见很大。

社区借助“村居夜话”说事议
事，解决了大量困扰社区的“老大
难”遗留问题。

过去，因公共部分消防、泵房等
用水管理主体缺位，导致水质不佳、
水压不足，居民10余年欠缴水费。
社区协调自来水公司、相关部门和
居民代表，坐在一起议事，终于达成
协议，收齐欠费200余万元。

水的问题解决了，鹏程社区借
助金山街道推广“物业自治”试点契
机，组织居民商议，成立业主委员
会，选聘物业管理公司，并对物业服
务质量进行考评。2023年，鹏程社
区居民物业费清缴率由23.6%提升
至69.42%。

如今，黄石开发区·铁山区已建
立议事平台92个、楼栋议事会378
个，推选议事中心固定成员379名，
还设立党员示范岗845个、党员责
任区406个，有效发挥了基层治理
作用。

综治平台也在不断完善，街道
综治办设信访接待、矛盾调处、法律
援助等七大功能室，城市社区综治
中心提档升级。综治中心对接法
院、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实现矛
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
全链条解决”。

今年，黄石开发区·铁山区已化
解 矛 盾 纠 纷 1284 件 ，化 解 率
99.46%，7类案件连续5年逐年递
减，群众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一旦有纠纷，调解来宽心

社区调解，将法律与人情结合，
既降低了纠纷解决成本，也容易被
双方当事人接受，不伤和气，更有利
于社会和谐稳定。

今年75岁的张卫华，在铁山街
道生活一辈子，以其名字成立了“张
卫华调解工作室”，“这里90%的人
认得我，没我调解不成的事，大家信
得过我。”

张阿姨调解靠的不仅是亲情和
爱心，还有她对民法典、治安管理处
罚法等法律法规的熟悉，被区法院、
妇联聘为基层调解员，开展诉前调
解，当事人可以拿着调解书到法院
领取裁决书。

从事民间调解17年，张阿姨年
均调解纠纷30余起，形成卷宗10
余起，多是医患、劳务、遗产纠纷等
颇具难度的涉诉纠纷，全部达成和
解。在其带动下，调解队伍发展到
12人，成员里有律师、辖区民警、贤
达能人等，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铁山街道依托社区综治中心、
社区服务中心、党群“微家”等，全面
受理网格内群众进门反映的邻里各
类纠纷，形成社区有格、格中有警、
律师助力、合作联动的调解新模式。

黄石开发区·铁山区委政法委
相关负责人说，美好生活要靠自己
去建设，社区矛盾要在内部化解，正
是在解决矛盾和建设美好生活过程
中，建立起社区的主体性，形成社区
居民的共识，就不会事事依赖外
力。一个社区治理好了，一个城市
自然也会安宁祥和。

黄石开发区·铁山区筑牢基层“小平安”

小事不出网格

黄石小区
业委会实现全覆盖

铁山街道矿山路社区铁山历史文化街区。
（湖北日报通讯员 周巍 摄）

·黄石实践

下陆区赋能基层治理最小单元

小网格聚“五情”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彭磊
通讯员 谢忠方 唐上游

“多亏你们帮我解开心结，要不这个家就散
了。”11月5日，面对黄石市下陆区东方山街道
工作人员回访，居民周某感慨地说。

就在上月，积怨已久的周某和妻子因一点小
事，险些采取过激行为。同楼栋的小区信息员，
及时上前劝阻，并上报给网格员，社区连夜会同
妇联等部门上门调解，促成夫妻重归于好。一家
人终于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生活也重新回到
正轨。

作为老工业区，下陆区老旧小区多、还建小
区多、自然湾多，人员密集、结构多元，基层矛盾
多样化、复杂化。过去，由于基层矛盾难以第一
时间被发现调解，让小矛盾酿成大纠纷。针对这
一难题，下陆区以共同缔造的理念和方法持续做
实“最小治理单元”，让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
阶段。

下陆区按每个网格300—500户的标准，重
新细化优化网格，由原先207个网格增加到330
个。经过优化后，三股基层力量注入新的“最小
单元”中：每个网格配备1名网格员，他们是居民
身边的信息采集员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员；500
余名信息员由街道、区直部门、政法系统、企业、
社区、学校等各方力量组成，他们将网格服务团
队信息推送到居民楼栋门口，实现“群众有呼声，
网格有行动”；428名调解员来自区级、街道级、
社区级调解委员会，群众家有烦心事，邻里小摩
擦，都可以请调解员来评理。

下陆区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网格员、
信息员、调解员人熟、地熟、情况熟、业务熟，是收
集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的主力军，是社会基
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排头兵。

给“最小单元”治理赋能，下陆区将社情、访
情、警情、案情、舆情各平台信息资源全部整合到区
综治中心网格平台，改变过去“五情”信息由信访
局、政数局等5家单位各自统计为综治中心一家集
中统计，一个口子归集，一个口子使用，实现“五情”
信息互通互享、资源共享共用，建立“网格发现、社
区呼叫、分级响应、协同处置”机制。

今年3月，下陆区东方山街道詹本六社区一
小区楼栋外墙常年渗水，业主委员会等多次联系
开发商，但问题未得到解决。眼看业主与开发商
矛盾激化，社区网格员将情况上报区综治中心网
格平台，请求相关职能部门帮助协调。

10月16日，黄石市信访局组织开发商、住
建部门、区信访局、区住保局等单位召开协调会
议，明确由开发商全额出资整体维修，由小区业
委会牵头，物业公司配合，尽快选定施工队伍，签
订协议施工。

上半年，下陆区共受理“五情”7807件，社
情、访情、舆情办结处置率均达100%，警情办结
处置率达98.41%。上半年全省群众“一感一度
一率一评价”测评中，下陆区矛盾纠纷有效调解
率位居全省前列。

黄石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杨锋说，把“多中
心”的信息整合进“一个中心”，让各部门力量汇
聚在网格这一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之中，真正让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金山街道居民健身中心。（湖北日报通讯员 周巍 摄）

铁山街道矿山路社区居民在改造后的“黄小
石”口袋公园散步。（湖北日报通讯员 周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