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政

近年来，我县始终把数字

化改革作为新时代民政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着力

构建“数字门牌”基础信息体

系、场景运用体系，积极打造县

域数字民政的苍南样板，为县

域数字化改革和社会治理现代

化贡献民政力量。

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组织领导
谋篇布局定基调谋篇布局定基调

我县结合村社大规模调整

实际，立足数字化改革要求，着

力实施全县统一更换设置二维

码门牌（数字门牌）工程，打造

“数字门牌·一码到家”民生服务

嵌入二维码门牌信息集成系统，

2021 年被省民政厅、省公安厅

列为数字门牌第一批应用试点。

同时，我县成立统一设置二

维码门牌工作领导小组，制订

《苍南县推广设置二维码门牌实

施方案》，号召各乡镇也相应建

立工作领导机构、制订工作方

案，实现县、乡镇、村社三级联

动，确保工作落实有力、有效。

县级层面全力保障工作经费需

要，县财政先后投入 600余万元

用于二维码门牌制作。我县充

分了解比对选择专业性强、业务

熟悉的企业和技术人员参与门

牌制作、系统建设，确保质量过

关、技术过硬、系统过人。

强化数据精准强化数据精准
聚焦核心强规范聚焦核心强规范

截至2022年5月，我县共采

集、安装二维码门牌约 45万个，

基本实现全县二维码门牌应采

尽采全覆盖目标。

前期对全县未命名街、路、

巷、建筑物、住宅小区等开展调

查摸底、梳理汇总，对不规范名

称进行标准化处理，严格按照法

定程序办理审批命名。同时，开

展县、乡镇两级数字门牌业务和

应用推广培训宣传，确保乡镇、

村社工作人员及时掌握规范流

程和工作要求，广大群众熟悉了

解并认可数字门牌。

我县严格标准地名地址和

门、楼牌信息采集编制，县、乡

镇、村社三级联动，规范操作流

程。同时，我县还建立工作提示

单交办机制和应用推广指标体

系，及时督促相关乡镇落实任务

要求，查漏补缺。县级业务人员

积极下沉乡镇、村社，点对点、面

对面开展工作督查和业务指导，

确保全县二维码门牌应采尽采、

信息精准。2021 年年底以来，

共查漏补缺门牌数据 7万多个，

并全部安装到位。

强化场景应用强化场景应用
改革创新促民生改革创新促民生

2021 年以来，我县利用率

先完成安装二维码门牌的基础

优势，创新打造地方特色的民生

服务新平台——“数字门牌·一

码到家”民生服务嵌入二维码门

牌信息集成系统，发挥小门牌的

大作用，以小切口大场景，实现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

协同发展，在县域数字微网格治

理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围绕民生服务与群众关切，

多部门数据信息进行互联共

享。目前已实现 44万多条标准

地名地址信息、房屋定位和产权

人信息数据共享推送至苍南数

据共享平台；借助温州数据共享

平台，链接全市公安户籍信息；

连通卫健部门基层卫生云平台，

实时将群众家庭医生签约意愿

进行数据共享等。

我县以 1 个数字门牌中的

二维码为切入口，系统已融会贯

通门牌管理“一码清”、村社治理

“一码知”、社会救助“一码办”、

养老服务“一码助”、信息服务

“一码通”、健康服务“一码送”、

普惠金融“一码联”等功能模块，

构建N个应用场景嵌入数字门

牌。实现群众扫码数字门牌在

家了解苍南人文、村社公开事

项、家庭医生及相关政策等信

息，又可拓展实现包括社会救

助、养老服务、家庭医生签约、群

众建议、金融服务、公安服务、资

源回收等需求，以及婚姻登记预

约、婚姻家庭辅导、生活便民服

务等多项民生事项，实现民生服

务“多码合一”并“一码到家”。

截至目前，全县系统浏览量 66
万余次，社会救助意愿提交 318
次，养老服务申请 113893次，家

庭医生签约意向提交 30387条，

录入三务公开信息6938条。

我县创建三级管理模式，有

效优化后台管理，为全县 18个

乡镇 427 个村社及县级单位根

据权限不同配置开通管理账

号。同时，完善服务配套体系，

建立上门服务队伍、健全服务机

制。目前已建立助餐配餐服务

点4家、养老服务商3家、养老服

务机构12家，417家加盟商纳入

了 96345热线服务，434人的家

庭医生队伍，以及 252家金融便

民服务点、365名金融服务专员

的服务支撑团队。

以数字门牌提供标准地名地

址数据支撑基础，我县采用“以房

管人”的基层社会治理思路，建设

“苍南数字微网格”应用平台，通

过数据可视化，一图掌控基层情

况。截至目前，全县共归集87.5
万人，基本覆盖常住人口。在疫

情发生时，根据划定的三区范围，

依据数字门牌，导出对应门牌下

的人员信息，形成初步的三区人

员清单，为精准化疫情防控提供

强有力的数据信息基础。

小门牌 大作用

“数字门牌”让基层治理更有“数”

在苍南在苍南在苍南数字化数字化
改革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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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组工）日前，我县组织召

开全县网格优化调整审核会议，对各

乡镇网格调整情况进行“过堂会审”，进

一步科学划分网格，提升工作颗粒度、

精准度，推动网格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会上，全县18个乡镇重点汇报了

网格优化动员部署、网格划分等工作

落实情况，并逐一列举调整过程中遇

到的难点问题。与会单位结合部门职

责当场提问、列出举措，各乡镇直面问

题、当场作答。

会议强调，各乡镇务必高度重视，

优化网格设置，全面摸清村社底数，严

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要求，在综合考

虑管理幅度、治理难度、人口规模等因

素基础上科学规范划分网格，切实形

成“村社-网格-微网格（楼道、楼栋）”

的治理格局；要聚合网格力量，按照

“专职要加强、兼职要规范、包联要到

位”原则，建立专职网格员、兼职网格

员、包联人员“三位一体”的网格治理

团队，并通过发放聘任证书、晾晒荣誉

等措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形成示范

带动效应；要抓实网格建设，紧盯时间

节点加速推进，进一步理清网格与微

网格的工作内容和职责，推动网格治

理各项工作有人干、干得好、见实效。

乡镇网格调整
“过堂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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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时代浙江考古

重要发现”评选活动揭晓。

其中，苍南海防城址成功入

选“我喜欢的浙江考古重要

发现”。 （苍博）

““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揭晓揭晓

苍南海防城址上榜苍南海防城址上榜

本报讯（记者 陈薇拉 通讯员 吴

珈慧）“读书使人明智，一定要多读书、

读好书，多学多思，不断开阔视野、增长

见识。”在日前举行的“侨心永向党·侨

智助共富”侨界青年读好书活动中，中

科院院士、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

“苍侨智库”特聘专家叶志镇应邀与侨

界青年们分享读书心得，引起共鸣。

此次活动是县侨联打造的“侨智

汇”品牌推出的第三期活动，旨在通过

读书，激励侨界青年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有为青

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活动

现场，来自县侨联机关青年、留联会成

员、侨界政协委员等齐聚一堂，8名侨界

青年代表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和

“读书单”为重点，分享好书，畅谈体会，

并结合各自经历，就如何助力共同富裕

发挥侨界青年作用分享各自看法。

“读书是一个让自己与世界产生

共鸣的过程，侨界青年应该拒绝‘躺平

主义’，在平凡的世界中创造不平凡的

人生。”“作为侨界青年的一员，我们可

以从《苦难辉煌》中明确理想信念，从

党的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努力在人

生旅途中实现自我价值。”……通过分

享，大家纷纷表示，开卷有益，将广泛

凝聚共识，发挥侨界力量，为苍南高质

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侨智汇”系列活动每年不定期举

办数场，利用“海归读书园”“侨胞之家”

等活动阵地，线上线下结合，开展形式

各异的系列读书活动。“苍南侨界人才

荟萃、智力密集，我们侨联持续在引导

人才回哺、侨智返乡方面搭建交流平

台，促进侨界人才融入家乡经济社会发

展，助力苍南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

样板。”县侨联副主席林小倩介绍说。

据悉，近年来，县侨联坚持用心筑

巢引凤，善用求变求新的“巧心思”，对

侨务工作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对侨资

源进行有效整合，着力打造红色、实干、

为民、品牌侨联。通过涵养侨力资源吸

引项目，形成一条灵溪-桥墩-矾山-马
站-霞关“侨带富”精品线路，助推大型

项目“引进来”，苍南文化“走出去”。

共叙家乡情
共谋致富经
叶志镇回乡献智话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