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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珠江右岸
历史文化保护
“开眼看世界与珠江右岸文
化”研讨会在南海区西樵山
书院举行

珠江时报讯（记者/洪晓诗通讯

员/南宣）8月3日，“开眼看世界与

珠江右岸文化”研讨会在南海区西樵

山书院举行。社会各界精英齐聚“理

学名山”西樵山，一起探讨珠江右岸

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性发展。

研讨会上，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

究院和西樵山书院联合发起“珠江右

岸博物馆”，并获得佛澳城物业管理

（佛山）有限公司的积极响应支持。

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

院长温春来介绍了右岸博物馆的历

史文化脉络和初衷，从历史、人才、

文化、经济几方面讲述了珠江右岸

的精气神。

西樵山书院发起了“润樵计

划”，以西樵山书院为平台，争取社会

各界广泛支持。接下来，西樵山书院

将继续联合各界力量，举办高规格的

文化两创活动，将西樵山书院建设成

为南海文化两创发展平台。同时，清

华大学广州校友会珠江右岸文创专

委会正式成立并揭牌。

■南海区智慧城市运行平台实现“一个终端巡查上报、一个平台流转办理”。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 摄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耳聪目明”
南海建立“一网统管”社会治理体系，打造“一站接诉”智运平台，采用

“一格共治”网格管理手段，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 一网统管 /
建立高效协同的社会治理体系

目前，南海区管理人口超

500万，市场主体超50万，在册

登记出租屋超20万栋，呈现出

“人口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多

元、问题凸显”的特征，社会管理

难度大。社会治理面临“小马拉

大车”的困境，基层的负担尤其

繁重，群众诉求也日益增长。

2021年，南海区智慧城市运

行中心（简称“区智运中心”）应运而

生，下设镇街中心、村居中心和区职

能部门分中心，形成三级指挥调度

体系，打通接诉“最后一公里”。

区智运中心的设立，改变了

南海区过去“各自为政、资源分

散”的局面，是南海提高数字政府

建设水平、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

造和模式优化的具体探索，也是

在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协同共

治方面的地方实践。

据悉，区、镇街智运中心整合

了区长直通车热线人员、网格化

平台派单人员、区数字城管部分

话务人员等，实现集约化办公。

“市民满意就是最开心的事

情。”熊春华是“区长直通车”平

台一名普通的质检员，她总结出

了一套自己的经验，“例如每年

4月份前后，家长非常关心入学

报名问题；7月份前后，毕业生

总会咨询毕业报到问题；11月

份，是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时间点。”她如数家珍。

熊春华说，市民面临的困

难，就是我面临的困难，市民遇

到的问题，就是我遇到的问题，

多接一个电话，市民的困扰可能

就会减少一分。

自运作以来，区智运中心切

实为群众解决多项民生实事。

据统计，区领导批示的14件重

点工单中，已有8件妥善解决，

群众满意度 100%，其余 6件

也有明显进展。

/ 一格共治 /
创新数字一体化的网格治理模式

依托数字赋能的手段，南

海推动智慧化的治理手段进

一步向村居延伸。从防汛、消

防、乱停车到养老，在帮助村

居干部减负之余，也让基层治

理更加高效精准。

目前，南海将全区划分为

1049个网格，组建了4823
人的网格员队伍。截至目前，

南海社会治理网格化平台共

收集网格管理对象超过203
万个。

“村里的活动中心附近有

违章停车，赶快过去处理一

下。”近日，桂城街道平东社区

网格巡查员梁杰昌在例行巡

查时，对讲机里传来这样的呼

叫。收到工单后，梁杰昌立即

赶过去处理。

这背后是平东社区在关

键位置安装智能识别、红外智

能感知分析等多个智能化安

全隐患信息自动采集装置。

村里的大事小事，通过这些智

能设备，实现了全天候、全时

段的“感知”覆盖，基层治理因

此更加“耳聪目明”。

南海还打破部门壁垒，梳

理了两批入格事项共 151
项，打通了市消防四化、市智

慧安监两个巡查系统，把它们

集成到南海通APP，实现巡

查员一个终端巡查上报信息，

统一用电子台账代替纸质台

账，以系统自动生成的电子表

作为检查依据，大幅提高了基

层一线巡查人员的工作效

率。统一巡查终端后，累计减

少重复巡查的任务数达18.5
万个，巡查员负担减轻10%
左右，村居社会治理综合负担

减轻7%，实现80%的事件在

基层得到快速解决，做到“小

事不出村，中事不出镇，大事

不出区”。

/ 一站接诉 /
以“聚”破“散”打造超级工单中心

为整合各项工单数据，区智

运中心搭建起区智慧城市运行

平台（简称“智运平台”）。该平

台广泛整合各类非警务非紧急

事件数据，目前已接入市长直通

车、区长直通车、区网格化平台、

区110指挥中心（非警务）、区城

管（话务）、我为群众办实事平台、

网络舆情等10个业务线口事

件。据统计，截至2022年7月
30日，已汇聚企业、群众咨询诉

求工单量超过49.83万件。

“没想到回应这么快，马上

就解决了。”近日，市民陈小姐通

过市长直通车平台反映，她想申

请积分入户（不确认入户镇街），

从广东茂名迁到南海区，由于对

相关政策不熟悉，希望部门告知。

接到该工单后，区智运中

心工作人员认真对照《佛山市

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理办法》，

通过电话及时联系陈小姐，核

实陈小姐在平台反映的新市民

积分入户申请条件问题，做好

解释说明工作，让陈小姐明白

积分入户申请条件。

区智运中心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区智运平台将接入环

保、“空天地一体化”平台等的工

单数据，打造超级工单中心。数

据汇集后，各类社会治理工单将

在智运平台进行标准化办理，实

现权责明确、流程可控、时限可控。

不仅如此，南海深度应用

“城市大脑”已采集近70亿条

政务数据及前期已建成的视频

共享平台、算力资源、数据库、二

维码等基础能力，新增卫星遥

感、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实

现人、物、地、事、组织等数据底

数全清、相互关联，编织出一张

智能感知网。同时，开发违章

建筑识别、明火识别等43种场

景算法，从天空、低空、地面多类

感知端采集到信息后，经算法

智能识别，核实后的问题工单

对接智运平台进行流转，实现

工单智能化闭环管理。今年以

来，南海物联网传感设备发现

隐患问题共 1272宗，发现隐

患能力提升了86%，工单流转

效能提升约33%。

/ 一数协同 /
构建便民贴心的诉求服务模式

区智运中心打通各工单来

源渠道。事件收集后如何高效

反馈、智慧分析，是南海社会治

理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对此，南海构建了“一数

协同”的诉求服务模式，让社

会治理做到“新”中有“数”，增

强为民服务能力。

什么是“一数协办”？区

智运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接

诉即办，热线“一号通服”；未

诉先办，民情“一网统揽”；简

诉智接，深耕“一键秒回”。

据了解，区智运中心依托

“区长直通车”平台，整合全区

政务服务热线，融合人民网、

政府门户网等主流线上服务

渠道，推行7x24小时全天候

服务，实现“一号通服”。

“针对群众在网络平台提

交的简单诉求，南海启用了智

能机器人‘小南’。”区智运中

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小南”实

行7x24小时全天接待，真正

实现群众诉求一键秒回。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党委委员、教授

颜海娜表示，“一数协同”是

数据赋能基层治理的“高级

阶段”。南海在数据共享、万

物互联基础上打通社会治理

的底层逻辑，以“数”洞悉社

会治理的内在规律。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婷

企业买了出口保险
挽回十多万美元损失
南海支持企业购买出口信
用保险，并给予资助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年智通讯

员/李伟婵）8月2日下午，南海外贸

企业佛山市荣仕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冼畅荣向南海区经济促进局

赠送锦旗和感谢信，感谢政府对外

贸企业购买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

今年1月，佛山市荣仕照明科

技有限公司向合作六年的乌克兰买

方出运了一批总货值约19万美元

的灯具及配件，但受新冠肺炎疫情

及战争影响，买方告知款项无法支

付，让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

“幸好我们申领了由财政扶持

的小微企业免费保单，最终顺利获

得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赔

款，该笔赔款缓解了企业经营现金

流压力。”冼畅荣介绍，公司联系到

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通报买方的拖

欠风险，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在对案

情基本了解后，积极帮助公司收集整

理买方的违约证据和指导理赔相关

操作。经过海外渠道律师的及时介

入，买方先是支付了部分货款，随后

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针对买方暂时

无法回款的部分按八成进行赔付，缓

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及时弥补了公

司可能出现的坏账损失。

据悉，南海区出台了促进外贸

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支持一般企

业购买出口信用保险项目。包括对

购买指定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并已缴

纳保费的企业，按实缴保费的50%
给予资助。

作为制造业大区，南海管理人口超500万，市场主体超50万，面临着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南海很早就意识到，依靠人海战术和传统
手段，必然是“看不清、管不过来、处理不了”。社会治理要“牵住牛鼻子”，就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城市管理全面“数字化”。

近年来，南海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抓手，延伸智慧治理触角，积极实践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建立“一网统管”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
“一站接诉”的智运平台，采用“一格共治”的网格管理手段，以新路径、新方法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推动城市现代化治理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