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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办业务有了专门窗口
张店体育场街道便民贴心服务获点赞

淄博11月23日讯 “我们
年纪大了，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到街道办业务现在有了专门的
老年人窗口，还有专人陪同指
导，既给我们解决了实际问题，
又让我这心里感觉暖融融
的……”今天，在张店体育场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70岁的王华

享受到了老年人办业务的专属
便利，给工作人员点了一个大
大的赞。

记者采访了解到，张店体
育场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针对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申报健康码的
老年人群体，在大厅入口处设
置老年人无健康码绿色通道，

采取人工登记身份证、社保卡
等有效证件的方式，帮助老年
人进行健康状况核验，确保老
年人方便快捷出入大厅。

对于腿脚不灵活行动不便
的老人过来办业务，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大厅设置无障碍通
道，配备轮椅、助听器等设施、
设备，免费提供给行动不便的
老年人、残疾人士使用，切实为
老年人办事提供更加便利的环
境。在大厅咨询台设置“老年
人服务引导窗口”，由帮办代办
员主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引

导、陪同办理、资料填报、帮办
代办等周到、贴心的“一对一”
服务，并在各服务窗口设置“老
年人优先办理”提示牌，为老年
人提供优先快办服务。

“每次办完业务，工作人员
还会利用‘好差评’评价器、意
见箱、热线电话等，广泛收集老
年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难点、意见建议，及时回应老年
人关切、关注的问题。”王华感
慨，如今老年人办业务得到了
特殊的照顾，街道不断做实做
细，推进完善为老年人服务的

各项措施，便民服务真的是做
到了惠及所有人。

记者采访了解到，张店体
育场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高度重
视老年人在政务服务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不断改进创新服务
举措，将人工服务与线上智能
化服务相结合，通过线下补充
完善服务设施设备、加强服务
引导、畅通服务渠道等方式，多
措并举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
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徐晓会

淄博11月23日讯 今天，
记者从淄博市大数据局了解
到，日前2022年度数字政府“示
范案例”“典型案例”发布，全国
有50个案例入围，其中包括淄
博5个案例，入围数量在全国所
有城市中居首位。

11月16日，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中国软件与
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
办的“2022年中国互联网大会·
数字政府论坛”在深圳召开，会
上正式发布了2022年度数字
政府“示范案例”“典型案例”。

本次活动，由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
政务服务中心于2022年7月面

向社会开展以数字政府为主题
的案例征集活动。经过征集、
初审、专家评审等环节，在140
余个案例中遴选出覆盖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政务服务、数字
机关、应用支撑、智慧城市、综
合实践等七个方向的15个数字
政府“示范案例”、35个数字政
府“典型案例”。

其中，淄博市政府投资审
计中心的《数字赋能 打造公
共投资项目“智慧审计”新模
式》入围2022年度数字政府

“示范案例”名单；淄博市博山
区水利局的《博山区“智防山
洪”信息化预报预警建设》、博
山区山头街道办事处的《博山
区创新打造“1+N打包式”社

会救助服务模式》、桓台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的《“守信快办
失信制约”点亮政务服务新体
验》《“智能+定制+极简+主
动”优化营商环境驰而不息》
入围2022年度数字政府“典型
案例”名单。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波 通讯员 张磊

淄博5个案例入围数字政府示范典型案例
入围数量全国第一

带着调解员出警“调解室”安在马路边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让纠纷调解事半功倍

出警，带上调解员

11月21日上午10点03分，
蒙蒙雾色中，淄博高新区公安
分局科技园派出所又接到指
令：有人报警称被打了。

这已经是值班民警刘鑫早
晨8点接班后第8起警情。

十几秒的简短询问，刘鑫
判断，这是一起纠纷。

随时待命的人民调解员董
兰芬跟着上了警车。“派出所里
警情特别多，往往是这起还没
处置完，另一个派警指令就下
来了。纠纷类的警情，一时半
会儿又解决不了，我们就跟着
出警，现场劝说，劝说不下来
的，就带着双方回派出所……”
今年58岁的董兰芬是淄博高新
区四宝山街道办事处聘任的人
民调解员，派驻科技园派出所。

果真，是一起纠纷。
纠纷的双方是夫妻俩，约

好了一起办理离婚协议，因为
证明材料没有带全，在现场起
了争执，动了手。

在现场，董兰芬仅用3分钟
就劝说下来，动手推搡的男子
认了错，两人达成和解。

跟着民警一起出现在现
场，人民调解员的可信度毋庸
置疑；加上女性天然的亲和力
和耐心，调解纠纷，事半功倍。

“很多时候，起纠纷的双方

并不是真的想把对方怎么样，
只是一时气愤，想找一个发泄
途径。我们到了先听他们诉
说，往往说完了，情绪发泄出来
了，事情也就解决了一半。”董
兰芬介绍，像小的交通事故纠
纷、喝酒闹事的、家庭矛盾的，
经过倾听、劝说等，大多数能当
场调解。

“调解室”安在马路边

科技园派出所日均出警量
在50起上下，值班民警从早晨8

点上班，到第二天早晨8点下班，
24小时值班。第二天下班后，还
要处置值班期间接的治安和刑
事案件，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负责110处置的值班民警，
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他们要为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争分
夺秒。有些治安案件、刑事案
件、自杀类求助，1分钟都耽误
不得。

“但是纠纷类警情也得管。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以免
长期积累下去引发治安甚至是
刑事案件。”科技园派出所的徐

安平介绍。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纷，对
于当事人来说，却是关于安全
感、幸福指数的大事。为了及
时化解矛盾纠纷，又能让有限
的警力用在关乎百姓生命安全
的紧急警务上，科技园派出所
创新推出了带着调解员出警的
工作模式。非警务范围的民间
纠纷、符合调解条件的治安案
件，由人民调解员协助调处，从
情理法入手，及时把矛盾纠纷
化解在萌芽状态。为了避免群
众来回跑，一般调解人员都是
跟着警车出警。

如此一来，就有了马路边
的临时“调解室”。

人民调解员董兰芬介绍，10
月底，她跟着民警处置了一起
交通事故纠纷。当天，在中润
大道与柳泉路路口，两名骑电
动车的小伙子撞在了一起，双
方起了口角，互不相让，报了警。

“他逆行，撞了人不道歉，
还把我电动车推倒了……”

“他闯红灯了……”
听着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地抱怨，董兰芬跟他们一起站
在路边，静静地听着。她没有
急着表态，等双方把情绪都发
泄出来，她从两个人的“错处”
着手，分头劝说。

不到20分钟，两人互相道

歉，达成了谅解。
如果在马路上的“调解室”

无法解决问题，为了不耽误后
续警情的处置，董兰芬和民警
会把当事人带回派出所，或者
找时间上门调解。

科技园派出所民警李金海
告诉记者，有一起狗咬人的警
情非常棘手，当时，一位老大爷
遛狗不拴绳，导致小学生被狗
咬伤。“小学生的家长非常气
愤，坚决要求对方赔偿；而遛狗
的大爷根本不承认自家的狗咬
了人。警情一时难以解决，又
不能让后边拨打110的老百姓
等着……”李金海赶去处置下
一起紧急警情，留下了人民调
解员现场调解。

人民调解员在现场调解了
近1个小时，事后又上门调解了
两次，其间调取监控，核对治疗
费用等材料，终于圆满解决。

记者了解到，自从人民调
解员跟着出警以来，已经成功
调处82起纠纷，群众满意度
100%。

民警和人民调解员一起下
沉到警情一线，这是基层社会
治理的创新，让矛盾化解起来
更精细更有品质，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提高。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见习记者 吴
昊成 通讯员 岳展 张丽丽

一天平均50起警情，24小时不停歇的话，处置完一起警情也得30分钟。
可现实并不给民警平均处置的时间，往往这起警情还在苦口婆心地劝，那起警情又来了，且是1分钟都不允许耽搁、需要紧急处置的警务，咋办？
在淄博高新区公安分局科技园派出所，有了解决方案——— 他们创新出警模式，纠纷类警情带上调解员，把调解室“搬上”了马路。
矛盾纠纷处置精细化、品质化，这样一来，民警可以腾出时间处置更紧要的警情，纠纷双方的问题也能更快地解决，出警变得更有温度、更高效……

民警带着调解员现场调解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