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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湖州夺得“二星平安金鼎”背后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言：“人们为了安全而聚集于城市。”千年之后，当中国大地的城市群星罗棋

布，“安全感”早已超越城墙与烽火的物理边界，升华为一座城市的治理哲学与人文温度。

近日，湖州成功捧回浙江省“二星平安金鼎”，这是截至目前全省平安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也是湖州连

续18年获评“平安市”的见证。荣誉背后，再次叩问一个时代命题：安全感从何而来？答案或许藏在街头巷

尾的温情调解中，在智能监控的无声守护里，更在全民共治的澎湃合力间……

连日来，记者走访湖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线，探寻平安建设是如何将“安全感”从抽象概念转化为触

手可及的生活场景，让每扇窗户后的笑脸，成为城市文明的璀璨风景。

在吴兴区织里镇，老百姓常说：
“有事找‘大姐’，矛盾不上交。”他们
说的“大姐”，指的是活跃在基层的调
解力量“平安大姐”。

春日午后，走进织里镇“平安大
姐”工作室，徐维丽刚刚调解完一起劳
资纠纷。在她办公桌上，十几本调研卷
宗和工作日志整齐地摆放着，记者随手
翻开调解记录本，只见里面清晰记着每
一起矛盾纠纷的调解时间、地点、案件

类别、调解人以及基本案情。“每调解
完一起纠纷，还要写上调解心得。”她
笑着说。

织里拥有各类童装企业1.4万家，
年产童装20亿件，产销量占全国市场
的三分之二。2015年，徐维丽和14名
在织里打拼的姐妹成立“平安大姐”
工作室，为新居民朋友化解纠纷、提
供帮扶。

“我们的大姐懂织里、爱织里，用

‘他乡遇故知’的情义化干戈为玉
帛。”徐维丽说，“平安大姐”的调解
法宝就是“用情”。如今，来自全国17
个省24个地区的30名“平安大姐”活
跃在织里大街小巷，协调纠纷、调解
矛盾，10年来已为居民调解各类纠纷
2280余起，化解率98.1%，满意率达
100%。

问题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基
层。在湖州，像“平安大姐”这样的平
安志愿者团队还有许多。其中，“德清
嫂”是一张响当当的“金名片”。

在“德清嫂”调解工作室负责人
姚惠文眼里，“小家”和，才能“大
家”安。今年56岁的姚惠文每天活跃
在调解一线，去年一件长达3年未解
决的工伤纠纷，在她多次沟通下最终
调解成功。她带领的“德清嫂”团队
已有2万余人，共设立14个特色调解
站点，年均调解矛盾纠纷1300余起，
协议金额超千万元，调解成功率达
98%以上。

而南浔区“银龄驿站”则让退休
老干部、老教师发挥余热。76岁退休
法官老沈每周坐镇驿站，用法律知识帮
居民解决物业纠纷、遗产继承等问题。

“很多矛盾就像毛线团，耐心拆解，总
能找到线头。”老沈说。

截至目前，湖州有平安志愿者96
万余人。他们用心用情汇聚起智慧和力
量，让基层问题解决在“家门口”。

矛盾化解在“家门口”

文/图 记者 俞黎新史舒频

平安建设，既要柔情调解，也需硬
核守护。这几年，湖州通过数字化手
段，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安全生产
等领域筑起智慧防线。

“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请立即退
出！”走进吴兴区龙泉街道和悦府小
区，电梯内的智能摄像头一旦识别到电
动自行车，便会发出警报并暂停运行。
小区物业公司经理李良介绍，小区17
部电梯均安装了电动自行车阻车系统，
用技防手段实现对电动自行车“上楼入
户”的管控。

“这几年全国各地电动自行车火灾多
发，阻止电动车‘上楼入户’尤为重
要。”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副科长
叶家豪介绍，湖州消防引导物业服务企业
积极引进电梯智能阻车系统，有效消除电
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带来的安全隐患。
目前，全市共完成安装阻车系统近2万

套，覆盖789个小区，阻车超30万次。
安全感，是人民群众最朴素的诉求和

愿望。老百姓恐惧厌恶什么，就全力打击
什么；操心烦心什么，就用心解决什么。

在湖州高速公路，记者发现一个
“高速公路交通险情监测预警”应用模
型，正24小时守护过往车辆的安全。

高速路上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应对
突发事件往往就只有几秒钟。很多时
候，当司机发现前方突发险情时，紧急
踩刹车已经来不及。有没有办法提早发
现隐患，及时提醒交通参与者呢？为
此，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课题负责人掀起
一场“头脑风暴”。

“我们汇聚多源数据，运用大模
型、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交通险情监测
预警模型，汇聚地图导航、高速公路业
主单位、道研中心以及交警自有的事件
数据后，通过三层模型研判发现交通险

情，从而实现实时监测预警并秒级触达
地图导航平台，对后方通行车辆进行及
时预警，提供精准安全的护航服务。”
该负责人说。

该模型于去年9月开始实战
应用，仅今年一季度，平台
发布湖州辖区高速公路异常
事件预警4万余起，交通险
情预警2871起，干预处置
1.4万起，平均触发预警
用时仅5秒。交通事故数
同比下降19.5%，亡人事
故、亡人数均下降25%。

从治标到治本、从善
治到智治，湖州正运用数
字化理念、思路和方法，破
解平安湖州建设难题，推进现
代科技与平安建设深度融合，打造
数字科技赋能平安建设特色品牌。

科技赋能筑牢“安全线”

吴兴区“三源”共治中心调解现场群众送锦旗为“平安大姐”点赞

平安建设不是“独角戏”，而是“大
合唱”。

公共法律服务、矛盾纠纷调解、暖
“新”关爱服务……当记者走进吴兴区
“三源”共治中心，只见服务窗口、功
能室一应俱全。受理服务窗口前，群
众有序地咨询、诉说各种需求；接访
服务区，工作人员耐心地解答群众的
问题。这里整合了区政法委、公安、
社会治理中心等多部门专业力量，打
造成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从受理、接待到调处，群众有问题都
能得到“一站式”帮助。

“群众来反映问题，先喝喝茶、聊聊
天，情绪稳住了，问题就好解决。”工作
人员王昊哲告诉记者，中心还成立了民
生服务队，24小时不打烊，随时对“想
讨个说法”的群众敞开大门。目前，累
计化解各类纠纷3200多起，现场调处成
功率达98.97%。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联勤联
调，多元参与，把解决纠纷的资源整合
起来、力量聚合起来、方式融合起来、
工作结合起来，让分散的社会治理资源
由“指头”变成“拳头”，实现“一站
式”化解的最大效能。而这样的模式，
也已走进湖州的大学校园。

来自新疆的阿木是浙江水利水电学
院南浔校区的一名老师，他还有一个身
份——南浔高校社会服务联动工作站

“阿木工作室”负责人，定期为在校师生
开展心理辅导、安全宣防、技能培训等
服务。“联动工作站有公安民警、学校老
师，还有学生干部，每个人都在为平安
校园建设出力。”阿木说。

如今，在这个全省首个校内社会服
务联动工作站，百余名教师、班主任、
辅导员、学生干部参与治理，公安、行

政执法、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
进驻，一体联动。工作站运行至

今，涉校警情、案件持续下
降，实现交通、生活等领域
不稳定因素和重大责任事
故零发生。

“百姓夜话”民主议
事、“e 企 安 · 365”、
“幸福邻里中心”……
多年来，湖州充分调动
人力、物力、财力等一
切要素，编织起一张张基
层治理服务网，为群众带

来安全感。如今，多元共治
的力量正激活城市最小“细

胞”，汇聚成“二星平安金鼎”的
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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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学生开展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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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湖州夺得“二星平安金鼎”背后

在吴兴区织里镇，老百姓常说：
“有事找‘大姐’，矛盾不上交。”他们
说的“大姐”，指的是活跃在基层的调
解力量“平安大姐”。

春日午后，走进织里镇“平安大
姐”工作室，徐维丽刚刚调解完一起劳
资纠纷。在她办公桌上，十几本调研卷
宗和工作日志整齐地摆放着，记者随手
翻开调解记录本，只见里面清晰记着每
一起矛盾纠纷的调解时间、地点、案件

类别、调解人以及基本案情。“每调解
完一起纠纷，还要写上调解心得。”她
笑着说。

织里拥有各类童装企业1.4万家，
年产童装20亿件，产销量占全国市场
的三分之二。2015年，徐维丽和14名
在织里打拼的姐妹成立“平安大姐”
工作室，为新居民朋友化解纠纷、提
供帮扶。

“我们的大姐懂织里、爱织里，用

‘他乡遇故知’的情义化干戈为玉
帛。”徐维丽说，“平安大姐”的调解
法宝就是“用情”。如今，来自全国17
个省24个地区的30名“平安大姐”活
跃在织里大街小巷，协调纠纷、调解
矛盾，10年来已为居民调解各类纠纷
2280余起，化解率98.1%，满意率达
100%。

问题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基
层。在湖州，像“平安大姐”这样的平
安志愿者团队还有许多。其中，“德清
嫂”是一张响当当的“金名片”。

在“德清嫂”调解工作室负责人
姚惠文眼里，“小家”和，才能“大
家”安。今年56岁的姚惠文每天活跃
在调解一线，去年一件长达3年未解
决的工伤纠纷，在她多次沟通下最终
调解成功。她带领的“德清嫂”团队
已有2万余人，共设立14个特色调解
站点，年均调解矛盾纠纷1300余起，
协议金额超千万元，调解成功率达
98%以上。

而南浔区“银龄驿站”则让退休
老干部、老教师发挥余热。76岁退休
法官老沈每周坐镇驿站，用法律知识帮
居民解决物业纠纷、遗产继承等问题。

“很多矛盾就像毛线团，耐心拆解，总
能找到线头。”老沈说。

截至目前，湖州有平安志愿者96
万余人。他们用心用情汇聚起智慧和力
量，让基层问题解决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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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建设，既要柔情调解，也需硬
核守护。这几年，湖州通过数字化手
段，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安全生产
等领域筑起智慧防线。

“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请立即退
出！”走进吴兴区龙泉街道和悦府小
区，电梯内的智能摄像头一旦识别到电
动自行车，便会发出警报并暂停运行。
小区物业公司经理李良介绍，小区17
部电梯均安装了电动自行车阻车系统，
用技防手段实现对电动自行车“上楼入
户”的管控。

“这几年全国各地电动自行车火灾多
发，阻止电动车‘上楼入户’尤为重
要。”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副科长
叶家豪介绍，湖州消防引导物业服务企业
积极引进电梯智能阻车系统，有效消除电
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带来的安全隐患。
目前，全市共完成安装阻车系统近2万

套，覆盖789个小区，阻车超30万次。
安全感，是人民群众最朴素的诉求和

愿望。老百姓恐惧厌恶什么，就全力打击
什么；操心烦心什么，就用心解决什么。

在湖州高速公路，记者发现一个
“高速公路交通险情监测预警”应用模
型，正24小时守护过往车辆的安全。

高速路上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应对
突发事件往往就只有几秒钟。很多时
候，当司机发现前方突发险情时，紧急
踩刹车已经来不及。有没有办法提早发
现隐患，及时提醒交通参与者呢？为
此，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课题负责人掀起
一场“头脑风暴”。

“我们汇聚多源数据，运用大模
型、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交通险情监测
预警模型，汇聚地图导航、高速公路业
主单位、道研中心以及交警自有的事件
数据后，通过三层模型研判发现交通险

情，从而实现实时监测预警并秒级触达
地图导航平台，对后方通行车辆进行及
时预警，提供精准安全的护航服务。”
该负责人说。

该模型于去年9月开始实战
应用，仅今年一季度，平台
发布湖州辖区高速公路异常
事件预警4万余起，交通险
情预警2871起，干预处置
1.4万起，平均触发预警
用时仅5秒。交通事故数
同比下降19.5%，亡人事
故、亡人数均下降25%。

从治标到治本、从善
治到智治，湖州正运用数
字化理念、思路和方法，破
解平安湖州建设难题，推进现
代科技与平安建设深度融合，打造
数字科技赋能平安建设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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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区“三源”共治中心调解现场群众送锦旗为“平安大姐”点赞

平安建设不是“独角戏”，而是“大
合唱”。

公共法律服务、矛盾纠纷调解、暖
“新”关爱服务……当记者走进吴兴区
“三源”共治中心，只见服务窗口、功
能室一应俱全。受理服务窗口前，群
众有序地咨询、诉说各种需求；接访
服务区，工作人员耐心地解答群众的
问题。这里整合了区政法委、公安、
社会治理中心等多部门专业力量，打
造成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从受理、接待到调处，群众有问题都
能得到“一站式”帮助。

“群众来反映问题，先喝喝茶、聊聊
天，情绪稳住了，问题就好解决。”工作
人员王昊哲告诉记者，中心还成立了民
生服务队，24小时不打烊，随时对“想
讨个说法”的群众敞开大门。目前，累
计化解各类纠纷3200多起，现场调处成
功率达98.97%。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联勤联
调，多元参与，把解决纠纷的资源整合
起来、力量聚合起来、方式融合起来、
工作结合起来，让分散的社会治理资源
由“指头”变成“拳头”，实现“一站
式”化解的最大效能。而这样的模式，
也已走进湖州的大学校园。

来自新疆的阿木是浙江水利水电学
院南浔校区的一名老师，他还有一个身
份——南浔高校社会服务联动工作站

“阿木工作室”负责人，定期为在校师生
开展心理辅导、安全宣防、技能培训等
服务。“联动工作站有公安民警、学校老
师，还有学生干部，每个人都在为平安
校园建设出力。”阿木说。

如今，在这个全省首个校内社会服
务联动工作站，百余名教师、班主任、
辅导员、学生干部参与治理，公安、行

政执法、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
进驻，一体联动。工作站运行至

今，涉校警情、案件持续下
降，实现交通、生活等领域
不稳定因素和重大责任事
故零发生。

“百姓夜话”民主议
事、“e 企 安 · 365”、
“幸福邻里中心”……
多年来，湖州充分调动
人力、物力、财力等一
切要素，编织起一张张基
层治理服务网，为群众带

来安全感。如今，多元共治
的力量正激活城市最小“细

胞”，汇聚成“二星平安金鼎”的
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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