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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个部门联合办公成合力，一个窗口对外服务；137个社区网格全覆盖，日
均上报案件约3000件；6700个公共视频探头升级整合，全面摸清全区经济社会
各类资源“家底”……在探索出的这条城市治理新路径上，市北区城市综合治理
指挥中心成为这方“试验田”。在经过三年的运作之后，一系列可喜的数据验证了
这次城市治理模式探索得卓有成效。城市治理的主体不是“我”，而是“我们”。为
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市北区畅通公开渠道，也唤起了居民的自管意识。

19部门合力，一个窗口服务
市北区打造城市治理新定义，通过唤起民众自管意识提升城市生长力

走进市北区城市治理指挥中心的指
挥大厅，来自市北区民政、人社、卫计等19
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集中在综合调度大厅
联合办公。而指挥大厅正对面的超大屏
幕上,正在动态显示着市北区的事件综
合情况和事件处置情况,以及网格员上
报的各类信息。这个超大屏幕实际上是
利用区电子政务办公室在信息化建设方
面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集中建设了
由云平台体系、数据体系、业务应用体系
所组成的城市治理网格化系统平台。
据悉，市北区将区城市治理中心、

电政办、应急办等9个工作机构整合进
委员会统一管理，同时对与城市治理密
切相关的公安110指挥中心、综治办、城

管局、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管局、食药监
局等10个单位，实行在推进委指导下联
合值班、问题联办，构建起职能多元的
城市治理体系，成为全区城市治理的
“指挥中枢”，形成了真正智能化的指挥
中心和决策参考体系。
在19个部门行成合力的同时，一个
窗口对外“办事”。“我们把城管、安监、
环保、司法等十多个部门各自设立的14
个政务热线平台、6个网络平台，统筹整
合为1个综合业务平台，做到发现问题、
请求帮助、提出建议的唯一平台，做到
对外一个声音、一个口径受理服务。”工
作人员介绍说，这样在提高工作效率的
同时，进一步方便居民办事。

19部门一个窗口服务

大屏幕上一点，市北区17万个古力
井盖的类别、形状、大小、管理单位一目
了然；点触任意楼院，其所属街道、社
区、建成时间、占地面积、居民数量等信
息一一呈现；走过人脸识别电子眼，你
的年龄、性别、身高等信息便地出现在
大屏幕上……在市北区城市综合治理
指挥中心，城市生长力体验馆里炫酷的
科技体验引人点赞。
为了整合全区人口、企业、建筑物、
危险源、城市部件、监控摄像头等各类
信息，市北区借助移动GIS、三维地理信
息、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手段，
建成4套基础数据库，9个专题数据库，
包含地理信息、人口、法人、建筑、危险
源等19类数据信息，基本完成全区6700

个公共视频探头的升级整合（2018年将
整合12000个视频监控资源），全面摸清
经济社会各类资源“家底”。网格化系统
与公安、人社、民政、卫计、残联、市场监
督等20余个部门近40个业务系统顺利
对接，实现数据共享互通。
城市治理的快速响应离不开大数
据的支撑，而大数据又为城市治理提
供了精准的方向。2015年，市北区入
围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实验区”。2018年是结项验收年。就在
不久前，民政部试验区结项验收组对
市北区试验区建设工作进行了实地验
收。至此，市北区圆满完成了“全国社
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各项工作
任务。

捧回“国字号”荣誉

25处、12500余平方米的搭建房，
在违法存在6年后，终于被彻底清除。
整个拆除过程耗时两天，却牵涉近十
个部门。而在这处违法建拆除的进程
中，市北区城市治理指挥中心起到了
主要的推动作用。
137个社区网格、912个单元网

格，为了更精准的城市治理，市北区率
先建立了网格化治理体系。通过科学
划分网格，对网格内“人、地、事、物、组
织”实施全覆盖管理，在力量配备上，
市北区采用“1+1+N”模式组建专职、

专业、兼职网格员队伍，广泛发动社区
党员、楼组长、文明引导员、物业管理
员、公用事业收费员等社会力量参与
城市治理，充实兼职网格员队伍。
目前，网格化平台日均上报案件

约3000件，每周处置约20000件。据
工作人员介绍，按照规定，居民反映的
常规问题需要在5个工作日内解决，
有了强大数据平台和完备的工作机制
后，城市综合治理指挥中心可以将时
间缩短到3个工作日以内，一些小问
题甚至3小时以内就能解决。

小问题3小时内解决

每天8点，70岁的王文准时从家
里出发，沿着哈尔滨路的既定路线开
始巡视。他是海伦路街道的一名兼职
网格员。“井盖缺失、污水冒溢、车辆占
道，这些都在我的‘监督’范围内。”遇
到这些问题，王文都会用手机拍照，然
后上传到网格化系统。碰上诸如张贴
小广告的简单问题，王文习惯自己动
手解决。早上一遍，下午照例再巡查一
遍。“这里就是我生活的家，自己给家
里干活，就得尽责。”王文只是整个城

区网格员的一个缩影。更多像他一样
的网格员每天都奔走在大街小港，发
现问题，也解决问题。
城市治理的主体不是“我”，而是

“我们”。为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市
北区推行城市治理网格化，开设“市北
城市治理”微信公众号、在市北APP、
政务热线、政府邮箱等渠道，接受群众
举报。根据数据平台的监控信息显示，
关于市北区城市治理的七成以上问题
都是居民主动发现上报的。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在市北区城市治理指挥中心指挥大厅，大屏幕可实时显示城区的动态信息。

数据观测中心。

胶州湾畔，随着城市框架的拉开，市北在这片连绵的海岸线上熠熠生辉。作为青岛的主城核心区、
老城区，百年的历史文脉为城区的发展增添了积蕴。然而，伴随着发展步伐的加快，空间资源的硬约束
日益趋紧，城市治理水平与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待之间还有不小差距。如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让生
活在这方城区的居民感受到温度和厚度？如何改善营商环境，加快城区产业结构升级？这成为摆在市
北区面前最紧迫的课题。2018年是聚焦提效年，市北区以不破不立的勇气，敢开改革先风，进行了一系
列有魄力的改革，提升城市生长力。本期，先让我们来看看市北区探索出的城市治理新路径。

参观城市生长力体验馆。 市民前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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