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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江
门正在布局
发 展“ 政
法+安全
应急”产
业，全力
打 造 广
东社会
智 慧 治
理 实 践

“ 浓 缩
版”和示
范 窗 口 。
把 这 一 产

业作为江门
高新区（江海

区）发展主导产
业，在全国 178 个

高新区，江门高新区
（江海区）是独一份。

江门为何与这两个产

业结下不解之缘？江门是全国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首批试点城市，2021年，国家政法智能
化技术创新中心在江门设立全国首个示范应
用基地，支持江门的场景建设和产业培育，赋
能江门企业转型升级。在广东省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江门被定位为发展

“安全应急与环保”产业的核心城市。
因此，江门肩负起责任使命，高标准推进

安全应急产业园和“两中心一基地”建设，搭建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全链条体系。

携手国家政法智能化技术创新中心，江门
应用孵化了智慧网格信息服务仪、城市运行平
台等社会治理技术应用产品。实现了市域社
会治理工作中的信息核验、数据采集、事件上
报、知识学习等业务场景的管理，形成工作人
员“一站式”移动工作平台，快速推进市域社会
治理全天候、智慧化进程。

此外，江门引入“十三五”“十四五”期间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科研成果19项、引入科技企
业、创新团队16家，超260项政法领域高端装
备在江门及省内外示范应用，为全省社会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鲜活样本。
江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以江门高

新区（江海区）为核心，在国内率先建设、加快
形成“安全应急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学院、应急
科普体验中心、大湾区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全
国重点实验室”五维一体发展格局。2023年
江海区安全应急产品和服务营收220.39亿
元，同比增速13.2%，抢险救援装备、现场保障
产品、生命救护产品、安全应急服务等领域产
业链条完善。

江门正以产业为支撑，促进政法智能化、
安全应急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将为全省乃至
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创新、智慧政法
实践应用提供“江门方案”。

善治长安，江门把基层治理“答卷”写到
了群众心坎上。江门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持续深化“1+6+N”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江门新的更大
贡献。

党建引领 平台聚能 网格增能 数字赋能

中国侨都，风光宜人。电视剧《狂飙》的主要取景地——江门市蓬江区长堤历史文化街区
吸引省内外大量游客前来打卡。该街区内，身穿红马甲的网格员、志愿者与民警一起引导人车
分流，并为游客提供指引服务，这是江门应对游客激增、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广东社会治理工作，对广东推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寄予殷切期盼，明确要求广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省委把“1+6+N”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体系建设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举措，写入省委“1310”具体部署。

嘱托，声声入耳；使命，念念于心。江门发挥中国侨都优势，坚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部署要求，全力打造国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标杆城市，把江门建设成为全省最安全稳定、
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示范区。江门构建“智慧网格+综治中心+‘粤平安’云平台”工作
体系、推动“政法+安全应急”产业硬科技成果示范应用、充分调动各方群防群治力量，实现全
市刑事治安总警情连年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居全省前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江门经济
社会发展保驾护航，2023年顺利完成4个千亿目标，实现争先进位。

广东肩负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大力推进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是题中之义。江门作为粤港澳
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中国著名侨乡，必须
奋力交出市域社会治理的优异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强调，“一把手是关
键。一把手以身作则并有力推动班子切
实贯彻中央精神很重要”。江门迅速落实
中央政法委等四部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文件，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为“市委书
记工程”高标准推进实施，并召开市委全
会专题部署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
以市县镇村四级“书记工程”体系化推进；
成立由市委书记陈岸明担任组长的市委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小组，以“领导小
组+8个工作专班+市委书记专题会”系统
推动，定期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全市基
层治理工作交流推进会、市委书记专题会

等，研究解决堵点问题；同时，强化全周期
管理理念，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
治理、智慧治理、依法治理，夯实高质量发
展的基层基础。

另外，江门把“1+6+N”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作为市委、市政府重点督办项目、市
委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先后出台提升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二十条措施以及网格
建设、干部培训等配套文件，制定开展“1+
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构建起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四梁八柱”制
度体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固本强基、
科技赋能、多元解纷等方面久久为功。

由上至下推动有“热度”，基层执行就有
“力度”。江门7个县（市、区）、73个镇（街）
参照成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形成市级统筹、县级实施、镇级负责、村级落
实的“一盘棋”工作格局。

清明时节，细雨如织。返乡祭祖的九旬
华侨老人陈伯回到家乡台山市斗山镇，穿过
旧圩一排排骑楼，推开祖屋大门，却发现自
家的房子已是他人“新居”。陈伯于是到台
山斗山镇综治中心求助，斗山镇综治中心组
织法院、司法所、派出所、侨联等部门介入调
解，顺利帮陈伯拿回侨房管理权。

“有矛盾，找综治中心。”在江门，遇到愁
事、难事、糟心事，找综治中心渐成大家的共
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贯彻好党的群
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如何贯
彻落实？江门通过实体化规范化实战化建
强综治中心，打造了“一站式”枢纽平台。

为解决老百姓“找谁说理”的问题，江门
花大力气整合资源，实现综治中心实体化运
作。坚持“一站式”吸纳化解矛盾纠纷目标
定位，推进综治中心与“信访超市”一体化运
作、融合化服务，推行“基层发令、部门执行”
机制，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

处、全链条解决”。江门重视综治中心软硬
件建设，在合理设置“五室一厅”、规范阵地
建设的同时，理顺办事流程，实现规范化管
理。目前，全市73个镇（街）综治中心已全
部完成规范化建设。

等“事”上门，和上门找“事”，是两种完
全不同的工作态度，带来的治理成效完全不
同。为此，江门市高度重视力量下沉，采取

“常驻+派驻+随驻”模式集中办公，推动人
员、装备、资源配置前端一线，全市政法部门
统筹安排3678名干警下沉一线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基层政法力量下沉后，不仅可以及
时捕捉“弱信号”，抓早抓小，在功能上还高
度融合综治维稳、信访超市、社区警务、人民
调解、智慧网格等功能于一体，让群众进一
扇门，解开万般“愁”。

数据显示，综治中心共为群众外送法律
服务、心理服务、社工服务6.8万多人次，“基
层发令、部门执行”机制响应率100%。

“许伯，你别怕，抓紧防盗网，我这就来
帮你。”巡逻期间，江海区外海街道七西村网
格员李剑波发现村民许伯被困在窗台上，随
即爬上防盗网扶住许伯，待治安员拿来梯
子，一同将许伯安全地搀扶下来。

“小网格”是打通基层治理的“大动
脉”。为此，全市重新科学划分2954个实
战型智慧网格，其中，社区网格1318个、农
村网格1459个、海上网格74个、工业园区
和其他网格103个。江门开发应用智慧网
格地图，推进人、地、事、组织等要素进“网”
入“格”。

干事少不了舞台、成才离不开机会、发
展必须有空间。为让网格员安心干、踏实
干，江门精心配备4500多名专职网格员，并
出台智慧网格员队伍建设系列文件，打通网
格员职业上升渠道，择优选聘211名专职网
格员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同时，持续
开展网格员分级分类专题培训650场，参训
人员近11万人次，网格员本领素质和履职
能力显著提升。

当前，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快速崛起，寄
递物流、网约服务等新业态领域成为新型矛
盾纠纷高发地。江门社会治理主动识变应
变求变，将捕捉“弱信号”的触角引入新生业

态之中。
为此，快递员、外卖

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
新业态群体也投身到
网格治理中，他们
协助网格员动态
收集和反馈基
层信息，排除安
全隐患，为特
殊群体提供
帮助，让“治
理增量”成了

“ 治 理 力
量”。如今，江
门组建了志愿
服务队伍8400
多支、志愿楼长
队伍1.3万余人，
形成依靠群众、群
防群治的生动局面。

通过搭建全覆盖、
立体式的智慧网格，江
门治理实战效能在江门马拉
松比赛、处置防汛防台等应急事
件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和检验。

今年春节期间，新会区三江镇仁和里、恒
美里锣鼓喧天：“台前”，村民高举金龙穿街过
巷；“幕后”，三江镇综治中心运用“粤平安”云
平台实时收集信息，并进行研判、预警、处置，
确保矛盾纠纷快速化解、求助渠道畅通无阻。
连续4天的“三江舞龙”年俗活动累计吸引游
客8万余人，全程保持零警情、零发案、零安全
事故。

江门率先在全省上线“粤平安”社会治理
云平台，运行2年多，“粤平安”云平台已然应
用到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推动政法单位、智
慧网格、群防群治组织等各类社会治理资源在
综治中心集聚整合，每日办结率保持在97%
以上。

高效处理群众诉求，“粤平安”社会治理云
平台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江门以上线“粤平安”云平台为契
机，构建起“智慧网格+综治中心+‘粤平安’云
平台”工作体系，打通公共服务、社会治理、行
政执法“三个平台”，推动业务信息系统“一网
融合”，筑牢了基层治理的智能化数据底板。

同时，江
门推动“粤平
安”平台终
端向群众延
伸，“一网
受理”群众
诉求，探索
打 通 110、
信 访 、
12345、综治
网格、“平安
通”等系统，进
一步畅通群众诉
求表达、办理的渠
道。其中，建设中小
微企业诉求快速响应平
台，实现“1小时内响应、1天内
提出解决方案、7天内基本办结”。江门
还在全省率先上线的“邑码解纷”网上诉求
服务平台，案件办结率保持在97%以上。

群众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哪里去。江

门健全完善“信
访超市+外送服
务”工作体系，
由 1.6 万名基
层诉求服务人
员、1474名十
大重点领域专
业调处人员、
245 名专家组
成的团队，及时
排查和化解各类

社会矛盾纠纷，使
信息收集、问题发

现、任务分办、协同处
置、结果反馈闭环工作机

制日趋健全，主动向群众提
供暖心服务。

如今，“智慧网格+综治中心+‘粤平安’
云平台”工作体系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
带、暖心服务排忧解难的窗口、及时就地化解
矛盾纠纷的平台，推动群众诉求“事心双解”。

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探索涉侨立法信息
采集和服务平台建设，把收集到的对科学技术
进步法修订草案若干修改建议传达到国家立
法机关，最终被采纳并写进新修订的法规中。
这是江门立足法治，呵护“侨”益的生动注脚。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江门
打造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的使
命。作为海外华侨华人观察广东乃至中国的
重要窗口，江门坚持把自身发展放在全国全省
大格局大坐标中谋划推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法治化水平，“侨”既是特征，也是应有之义。

江门近年来创新“法+侨”“检+侨”“司+
侨”服务模式，不断加快涉外法律服务布局。
2022年8月设立华侨华人离岸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组建市华侨华人离岸公共法律服务专家
顾问团队，统筹资源，拓展高端人才服务队伍；
司法部、外交部设立江门海外远程视频公证试
点，疫情期间有效解决了海外华侨华人办证难
问题；深圳国际仲裁院江门中心运营以来，办
理金融、商事调解等案件450宗、总标的68亿

元，涉侨案件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新建
的域外法律查明服务机构，完成了涉德国等法
律查明案件。

相隔千里，两屏之间，海
外侨胞在指尖便可完成
矛盾解纷、司法公证、
诉讼、仲裁等公共法
律服务，华侨华人
合法权益得到切实
保护。

依托这些涉
外 法 律 服 务 平
台，江门与海内外
华侨加强沟通，厘
清涉侨房屋权属关
系，创新签约管理
模式和补偿制度，推
动全国同时期涉侨房屋
征收量最大的项目——赤
坎华侨古镇项目依法依规完

成征收，征收房屋3981间，其中涉侨房屋超过
2400户，户主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

的赤坎华侨古镇，一步一景，游人如织，
“侨味”浓厚的文旅IP影响力逐步

凸显。
良法是善治前提，今年1

月1日，全国首部华侨华人
文化交流合作促进条例
正式实施，掀开了侨乡
特色立法新的一页。目
前，我市正开展《江门
市社会治理网格化服
务管理条例》立法，固化
提升我市智慧网格建设
成果，实现常态化长效
化。

江门始终坚持以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基层治

理工作，让城市“基层善治”底
色更足。

“一把手”工程系统推进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四梁八柱”
A

打造综合治理“枢纽”

进一扇门解万般“愁”
B

智慧网格精细管理

及时捕捉社会风险“弱信号”
C

“粤平安”深度应用

方方面面体现“智慧治理”
D

立足“侨”情 创新“法”治

“基层善治”底色更足
E

“政法+安全应急”产业

硬科技在省内外示范应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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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综治中心。

网格员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开展入户宣传，，及及
时捕捉基层时捕捉基层““弱信号弱信号””，，通过通过
““粤平安粤平安””云平台上报云平台上报。。

深圳国际仲裁院江深圳国际仲裁院江
门中心联合法院化解一门中心联合法院化解一
宗企业货款拖欠纠纷宗企业货款拖欠纠纷。。

新会区会城街道综治中心组织法官新会区会城街道综治中心组织法官、、
村干部村干部、、网格员等多方力量化解矛盾网格员等多方力量化解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