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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轻基层干部反复
填报表、核数据的负担，广
州市白云区运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信息技术，搭建“令
行禁止、有呼必应”综合指
挥调度平台，打破数据壁
垒、畅通部门联动、强化监
督保障，推动为基层减负的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不怕苦，不怕累，最怕来回折腾。”在基

层采访时，一些基层干部常反映，反反复复

填表格、报数据，占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但有时候，相关职能部门也有工作上的要

求：基层不报数据，就很难掌握总体情况，就

无法有效指导基层解决问题。

基层干部呼吁的减少报表材料怎么实

现？报表材料减少后，相关职能部门又怎么

摸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广州市白云区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搭建

“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综合指挥调度平台（以

下简称“调度平台”），打破数据壁垒、畅通部

门联动、强化监督保障，让基层干部遇到难题

能及时找到职能部门，让职能部门能及时发

现问题、协助解决问题。基层干部节约了时

间、提升了效率，职能部门担起了责任、摸清

了情况。

科技赋能
打破部门间数据壁垒，让数

据信息真正为基层工作服务

“辖区内出租屋住户多，每天都得巡查

200 多户。以前白天在外面跑，晚上还要回

办公室录入信息，遇到身份信息错漏的，又

得再跑一次。现在系统数据打通了，边巡查

边录入、核对，工作量大大减少。”说起调度

平台给工作带来的方便，白云区出租屋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小郭有些欣喜。

调度平台运行后，出租屋门禁系统、平

安白云系统和来穗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可以

自动识别录入人员信息，工作人员只需在系

统内查看，即可初步确认居住人员信息，减

少反复上门核查的工作量。同时，调度平台

可以自动识别工作人员的巡查路径和地点，

导出有关身份信息，提高工作效率。

“调度平台的建立，关键在于利用科技

手段自动采集数据信息，逐步把基层干部从

繁杂低效的数据统计工作中解放出来，让数

据信息真正为基层工作服务。”调度平台有

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出租屋管理，白云区还将调度平台

应用于城市管理、治水拆违、生态环境、教育

医疗等领域。以传感器数据采集、视频智能

分析等技术为支撑，调度平台汇聚共享各部

门 1250 类 37.83 亿条数据，有效打通部门间

数据壁垒。

自动抓拍店外经营、占道广告、垃圾暴

露、超载运输等 9 类有损市容环境行为，广州

市城市管理视频智能分析信息系统率先在

调度平台试点后，城管工作人员在屏幕前就

能实现巡查；白云区应急管理部门接入全区

重点企业感知监测数据后，工作人员就能实

现对重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全过程、全链条

的态势感知；水务、生态部门接入国家和省

级考核断面 4 个水质监测数据，实现对全区

249 条河涌日常水质情况的监控。

“得益于科技赋能、机制优化，相关职能

部门通过平台就可了解部分实际情况，减少

基层人员反复跑、反复查，把基层干部从低

效繁杂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白云区委书记

何镜清说。

有呼必应
建立呼叫、响应、督办、问责

等机制，镇街遇难题能随时找到
职能部门

去年底，白云区云城北二路东侧道路一

直没有修通，影响群众出行，问题一直久拖

不决。白云区纪委监委调查发现，除了个别

干部履职不到位，道路问题还涉及规划、住

建、城管等多个部门，基层协调难度大，工作

推进缓慢。

为此，白云区纪委监委督促云城街道按

属地责任启动“令行禁止、有呼必应”机制，

牵头组织召开协调会，要求各职能部门全力

支持。云城街道召集多部门现场研究解决

措施，共同推动问题整改。如今，方便群众

通 行 的 跨 涌 桥 已 经 顺 利 建 成 ，即 将 投 入

使用。

为 推 动 资 源 下 沉 ，切 实 为 基 层 赋 权 减

负，白云区在调度平台中赋予镇街和重点村

对区相关部门的“呼叫权”，配套建立呼叫、

响应、督办、问责等 9 项实施机制，围绕综合

执法、重点工作、应急处置 3 个重点领域，形

成全区“有呼必应”专项清单。“从基层角度

看，减负更多体现在上级部门帮助基层解决

实际问题，变‘文来文往’为即时呼叫响应，

共同解决遇到的难题。”云城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周泽涛说。

同时，作为配套机制，白云区还将干部

绩效考核从“上考下”变为“双向测评”。区

直 部 门 考 核 总 分 有 50% 由 镇 街 作 评 ，不 响

应或应付式响应呼叫，造成不良影响的，由

区纪委监委介入调查，真正让职能部门对

每一次呼叫做到“呼之即来，来之有效”。

通过“区—镇街—村社”三级平台建设，

以往一些需层层报批、多头协调才能解决的

问题，现在可通过平台一站式解决。据介

绍，今年以来，镇街累计呼叫区直部门 410
次，已经响应办结 331 件。

精准监督
对过度设置填表报数的情况

及时提醒，督促减少考核次数、优
化考核流程

在民主法治村申报工作中，白云区司法

局收到省、市关于创建省级民主法治村工作

要求后，理解上级政策和要求有一定偏差，

脱离基层实际，通过发文简单地将民主法治

村推荐工作任务摊派给有关镇街，同时未采

取有效措施开展相关指导工作，导致镇街干

部忙前忙后，工作却迟迟没有进展。

“针对上述问题，区纪委监委对区司法

局 3 名责任人员严肃问责，其中涉及处级干

部 2 人。在有关工作未开展好的情况下，我

们对监督指导不力的上级部门开展问责，就

是要树立‘基层工作没落实、指导单位得负

责’的鲜明导向。”白云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有关负责人说。

“以往一到年底，十几项考核就压下来，

街道很多工作人员停下手头的工作准备迎

检材料、迎检会议。”鹤龙街道党工委负责人

说，“现在不仅考核次数减少了，考核方式和

标准也进一步优化，再也不用一整天埋头整

理各类迎检材料。”

为切实解决多头考核、层层考核的问题，

白云区纪委监委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印发

年度督查检查考核计划，及时对过度设置填表

报数的单位进行提醒，对签订责任制事项的单

位要求明确实施的起止年限，对城市管理综合

考评、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考核等内容较为相似

的事项予以合并处理。

“台账过多、留痕过度”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 ，白 云 区 近 年 来 各 类 考 核 总 数 减 少 了

30%。此外，白云区纪委监委对各职能部门

考核中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查处，

震慑效果明显。今年以来，白云区纪委监委

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 91 个，

共问责 167 人。

（肖宝雯、袁品章参与采写）

强化科技赋能、畅通部门联动、做好精准监督，广州市白云区——

支持帮助到位 减负落实到位
本报记者 罗艾桦

■基层减负进行时
让干部有更多时间精力抓落实
R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

库尔勒赛区 9 月 4 日举行闭幕式，

该赛区比赛全部结束。

“ 国 际 军 事 比 赛 —2021”中

国 库 尔 勒 赛 区 举 办 3 个 项 目 共

10 场 比 赛 ，来 自 7 个 国 家 的 182
名队员参加了本次比赛，中国队

包揽了“苏沃洛夫突击”“晴空”

“ 安 全 环 境 ”3 个 项 目 的 团 体 第

一名。

本报记者 刘博通文

上图：中国队参赛队员穿过

400 米障碍。

新华社记者 张永进摄

左图：赛场下官兵加油助威。

罗兴仓摄（人民视觉）

拼 搏

本报北京 9 月 5 日
电 （记 者徐隽）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日 前 举 行 新

闻发布会，发布人民法

院 助 推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典 型 民 商 事 案

例 。 记 者 从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截 至 2020 年 底 ，

30 多 家 债 务 总 额 在 百

亿 元 以 上 的 企 业 完 成

司 法 重 整 ，扭 亏 为 盈 。

仅 2020 年，人民法院通

过 司 法 重 整 盘 活 资 产

4708 亿 元 ，让 532 家 企

业重获新生。

“破产是市场经济

优胜劣汰的必然现象，

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则

是 对 企 业 的 保 护 和 挽

救。”最高法民二庭庭长

林文学介绍，破产法规

定的中止执行、停止计

息、解除保全等破产保

护制度，对申请破产和

解、破产重整都适用；在

破产保护机制下，有可

能一揽子解决企业债务

危机，实现债务人、债权

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重庆力帆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10 家全资子公

司司法重整案、广西柳州正菱集团及 53 家关

联企业合并重整案以及江苏刚松防护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司法重整案，就是通过司法重整

使企业获得重生的典型。近年来，最高法先

后制定三个有关破产清算、司法重整的司法

解释及一系列司法文件，积极完善破产法律

制度。

此外，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同时，人民法院采取有效措施严禁超标的

查封、乱查封、过度执行、乱执行，以替代性保

障措施、执行和解、集约协调等执行措施，尽

可能减小对被执行人权益以及生产经营造成

的影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

的申请保全了 7800 多万元，但根据实际情况

以 500 多万元为单位分成 14 笔“滚动解封”，

避免了被保全人因大额资金被保全而陷入僵

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部分事项

先行判决、先行执行，缩短了诉讼周期，减少

了司法诉讼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

贵祥介绍，2017 年以来，人民法院仅以网络

司法拍卖的形式就实现债权 1.69 万亿元，节

约佣金 523.54 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债权占相

当大的比例。“在司法审判中坚持各类市场主

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保护平等、发展机会平

等，切实维护好、实现好民营企业的合法权

益。”刘贵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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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流穿梭的路口，两辆轿车

相撞。当班巡街的警保联动机制

工作人员李韦宏迅速赶来，拍照、

挪车、登记、协调，三五分钟就处

理妥当，道路又恢复了畅通。

时刻准备着快速处理辖区内

的交通事故，是李韦宏的日常工

作。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大街小巷，

这样的警保联动机制工作人员还

有很多，他们用专业和耐心为道路

缓堵保畅。2018 年 8 月起，中国人

保财险西安市分公司作为陕西省

首个试点单位与西安市交警支队

合作，探索建立警保联动新机制，

提升道路交通事故处置效率。

搭建平台，提升
事故处置效率

“警保联动新机制实行以后，

一线民警减轻了工作负担，可以将

更多精力用来处理重要案件。”碑

林交警大队事故科民警谢亮介绍，

警保联动机制作为交通保障的强

有力补充，优化了交通事故的处理

程序，也改善了百姓的服务体验。

数据显示，在每月平均处理的

近 2000 起事故中，警保联动参与

的占近 70%。同时，警保联动机制

建立以后，西安南二环的交通拥堵

指数一年内降低了 0.3 个百分点，

道路疏通效果明显。

数据变化的背后，是一套系

统的支撑。警保联动机制要求工

作人员在接到 122 指挥中心调度

后 10 分钟内赶赴现场，对事故现场信息、照片进行采集上传，

由后台民警远程定责，警保联动机制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定损、

理赔，整个事故处理流程平均耗时仅 20 分钟。

以往，交警事务繁多、人手不足，忙不过来；而保险公司

人员面对事故冲突，常常陷入无法调解的尴尬；新手驾驶员

则多对理赔程序存在盲区，遇事不知所措。“警保联动机制

工作人员既有专业技能，也有与我们的协作。群众对他们

的认可度高了，信任感强了，在协调定责时，也更配合了。”

交警马宏说。

完善机制，有效提高服务水平

“我们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

作，为群众办一些实事、好事。”中国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总

经理桂文东介绍。警保联动机制启动后，人保财险响应号召，

全力调动资源、配合有关部门，切实服务社会、服务群众。平

均每年约 1200 万元的投入，让警保联动机制覆盖西安市多个

行政区域，铺开了一张城市道路的服务大网。

守点、巡线，警保联动机制工作人员通过多方定点值守与

动态巡逻相结合等方式，织密路面巡控网。警保联动机制工

作人员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交通突发状况，发挥“劝、宣、维、处、

办”等作用。“公安部门定期对我们进行法律条款、技术操作等

方面的培训，单位除设置常规的专业技能培训外，每月还要进

行拉练，确保体能达标。”警保联动机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警保联动机制的服务质量，有关部门建成了完善的

培训系统，帮助工作人员练就解决难题的真本领。

前期定责加快，后续的定赔也要跟得上。警保联动机制

工作人员人手一本准则，随时解答车主疑问，做到精准定赔。

“从人员到技术，随着警保联动机制的推进，全链条的定损理

赔工作也不断完善。”工作人员孙瑜说。

共建共治，全力服务群众生活

从汽车爆胎处理，到为迷路儿童寻家；从暴雪天的交通疏

导，到暴雨中的推车救助；从烈日下为高考生送证件，到大雨

中为马拉松参赛者加油……

“逢事故必停，遇困难必帮”，已成为警保联动机制工作人

员的行动准则。“这些工作关系着群众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

都要尽全力做好。”警保联动机制工作人员唐林说。

西安交警支队在一封感谢信中表示，警保联动机制在缓

堵保畅、便民利民、化解矛盾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赢得

了群众的点赞。开展 3 年来，警保联动机制提高了处理事故

的效率，减少了“小事故”引发的拥堵。事故现场的快查、快

处、快撤既节省了警力人力，也缓解了因交通事故导致交通拥

堵的压力。

陕
西
西
安
市
用
好
警
保
联
动
机
制

缓
堵
保
畅

便
民
利
民

本
报
记
者

张
丹
华

1515 政治政治2021年 9月 6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季健明 赵晓曦 马 琳

本报南京 9月 5日电 （记者姚雪青）日前，江苏省有关部

门印发了《关于深化“一件事”改革为民办实事的实施方案》，

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推进“一件事”改革。“一件事”改革，是指将

办一件事所涉及的事项“打包”，通过流程优化、系统整合、数

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等手段，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该 方 案 明 确 ，由 省 级 部 门 牵 头 推 进 开 办 企 业 、企 业 注

销、不动产登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不动产和动产抵押登

记、新生儿出生、就业登记、结婚、退休等“一件事”的改革，

同时鼓励地方梳理企业和群众需求迫切的高频事项，加快

改革进度。

江苏省政务服务办主任徐光辉介绍，为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该方案以保障企业和群众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

建立系统联动、部门协同机制，实行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

提交、限时办结，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提升

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便利度、获得感。

江苏各地持续加大“一件事”改革力度，进一步提升审

批服务效能。常州市率先推出线上全流程“一件事”审批，

探索“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等 8 个事项快速审批；淮安市

印发《“人才落户一件事”改革实施方案》，为拟落户的人才

提供户口迁移、养老保险等一站式集成办理服务。预计今

年年底前，江苏基本实现高频“一件事”省内通办，努力推进

全流程网上办。

江苏深化放管服改革

高频服务事项 一次限时办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