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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基

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

梢 ”，如 何 下 好 基 层 治 理 这 盘

棋，让治理难点变亮点？

北塔区田江街道给出的答

案是统筹兼顾、换位思考。通

过完善“片长、组长、邻长”基层

治理组织体系，做优片组邻“三

长”工作，畅通上传下达，及时

解 决 群 众 最 关 心 的“ 关 键 小

事”，让基层治理更有精度、民

生答卷更见厚度。

党群共促共建 提升
邻里凝聚力

金盾花园小区是北塔区田

江街道将“三长”工作同和美小

区创建一同推进的试点单位。

去年，在街道和社区干部推动

下，小区功能型党支部、业委会

一起向住户宣传发动，居民代表

联系服务“三长”架构由此形成。

从此，无论大事小情，哪里

有需要，哪里就有“三长”奔走

的身影。

“现在的首要大事就是要

解 决 小 区 外 墙 瓷 砖 脱 落 的 问

题。”在北塔区金盾花园小区首

次“三长”碰头会上，大家热火

朝天地讨论了很久，列出《小区

待解决问题清单》后，决定将小

区外墙瓷砖改造这个困扰大家

多时的难题彻底解决好。

发通知、讲政策、说道理，

“三长”和党员代表自告奋勇协

助联系沟通住户，对有意愿的收

集建议，对不支持的反复沟通劝

说，齐心协力推进小区外墙瓷砖

改造项目。经过多次协调，顺利

召开了小区外墙瓷砖改造推进

会，组织起 6 支入户讲解小队，

发动住户启用维修资金，联系施

工队合理排期修整，齐心协力推

进小区外墙瓷砖改造项目，解决

大家关心的难点问题。

“ 小 区 是 我 们 共 同 的 家 ，

‘三长’工作确实做得不错，平

时有些什么事情找他们都是很

快给出反馈。”金盾花园小区居

民刘建华表示，有了“三长”队

伍后，小区邻里间的接触都变

多了，大家共同商讨公共事务

解决方式，一起参加小区邻居

节活动，彼此的距离更近了。

此刻，片组邻“三长”不仅

是一种身份，更是连接政府与

民众的桥梁，是邻里间守望相

助的温暖约定。

创新工作机制 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这个事情我会记录在本

子上和片长反映，让村里面帮

忙解决，下次我过来走访，我还

会看这个事情落实情况的，你

放心。”近日，田江街道谷洲村

邻长谷维正一边记录村民反映

的问题，一边给出答复。

像这样的串门式走访在谷

洲村早已成为常态。随着“三

单四化五看”工作机制的落地，

谷洲村“三长”结合自身特长、

优势，以“联户清单”为基础，收

集整理“问题清单”，推动落实

“履职清单”，将一项项民生服

务“打包送上门”，为群众提供

个性化、多样化服务。

帮年老的村民修剪家门口

树木的枝条、调解邻里土地分配

不均问题、收集反馈村民意见建

议、看望独居老人、调解矛盾纠

纷……今年上半年，谷洲村“三

长”通过“民情分析会”“串门”走

访共摸排矛盾纠纷、群众诉求、

安全隐患等问题 50 个，解决完

成 30 余个，未解决的为需要进

行统一规划申报的项目建设，总

体办结满意率达95％。

为持续推动“三长”履职尽

责，谷洲村“两委”坚持岗位职

责明确化、指导培训常态化、服

务群众精细化、考核奖惩制度

化，通过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

让大家掌握履职要求与方法，

并对履职成绩排名前三的年轻

组长、邻长进行跟踪培养，优先

发展入党、纳入村级后备干部

人才库。今年 6 月份，还选派 3

名优秀“三长”赴益阳赫山区学

习 先 进 工 作 做 法 ，持 续 为“ 三

长”充电赋能。

衡量“三长”履职效果好不

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

好。谷洲村从村容村貌是否改

变、民主自治是否完善、“强优”

工作是否进步、乡风文明是否

提升、群众是否满意五个方面，

建立“三长”履职评价体系，不

仅确保了村民在基层治理中的

主体地位，还能引导村民主动

建言、积极参与基层治理。

“现在村里的环境更美了，

邻里关系更和谐了，大家参与村

务管理的积极性也更高了。”谷

洲村党支部书记禹邵柏表示，

“三长”积极履职，不仅提升了基

层治理水平，还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的活力。  (下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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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廖鑫 

杨微） 12 月 18 日，G7221 衡阳至南宁高速公路

永州至新宁段（以下简称“永新高速”）正式建成通

车，标志着邵阳和永州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又取得

新的重大进展。

永新高速起于东安县井头圩镇浸马塘，通过

永州西互通与S81永贺高速永州至零陵段相接，终

点设回龙寺互通与 S85 白新高速以及在建的 G59

呼北高速新化至新宁段交会，主线全长 64.413 公

里，其中新宁段 32 公里，设计时速 100 公里，双向

四车道，设山口铺、东安、一渡水、巡田4处收费站，

东安、巡田2处服务区。

通车后，永新高速将与在建的 G59 呼北、衡

永高速等项目在湘南和桂北地区形成一条连接

桂林、崀山、永州及衡阳的省际旅游黄金通道，成

为支撑湘中南地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通

道，对促进邵阳、永州两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随着永新高速的开通，我市高速公路通车总

里程达到 647公里。

永 新 高 速 通 车

“感谢爱心志愿者！若不

是您上门为我填写《法律援助

申请表》，代办有关手续，我都

不知道怎么办了。”近日，绥宁

县河口苗族乡白洋滩村的低

保户杨某伟握着该乡白洋滩

村法律明白人志愿者胡开银

的手，激动地说。这是绥宁县

司法局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科学推动法治

强基工作为民办实事的又一

真实案例。

近年来，绥宁县司法局深

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走基层，

找问题，想办法，促发展。针对

基层法治风尚不浓厚的现象，

该局提出了“法治强基”的治理

思路，创新 4 项工作机制，着力

推动法治强基工作走深走实，

积极解民忧、排民难，取得了全

县全年无命案，超过六成的村

（社区）无刑事案件、无非法上

访、无亡人事故的良好效果。

成立首个“法志协”，
谱写乡村新“枫”景

2022 年 10 月，绥宁县司法

局发起成立了全国首个法律明

白人志愿者协会，建立了协会

管理、激励、提升志愿者的法律

明白人培养机制。今年，绥宁

县法律明白人志愿者协会“志

愿法律服务一村（社区）一站”

项目是市委改革办向省委改革

办推荐的 10 个优秀改革案例

之一。

该项目依托全县各村（社

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

者免费为村（居）民解答法律咨

询、代书法律文书、调解矛盾纠

纷，在村落社区开展普法宣传、

维保交通秩序，反映群众对执

法工作的盼求。志愿者们是基

层的学法用法引导员、矛盾纠

纷调解员、行政执法监督员。

2023年12月，绥宁县法律明

白人志愿者协会普法项目被评为

“邵阳市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法律援助打捆购，受
援便捷门槛低

为了充分满足底层群众的

法律援助需求，并且增强承办

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的责任

心，今年，绥宁县司法局以 40

万元的价格从两个律师事务所

打捆采购 400 个案件的法律服

务，两个律所固定 4 名律师在

法律援助中心承担服务。实现

了“律师无偿义务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向“律师有偿自愿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的转变。

同时，绥宁县司法局取消

了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供家庭

经济困难证明的条件。申请人

原来要“跑四地”（村或社区，乡

镇、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

所），现在只要跑一地（县法律

援助中心）。

做响抖音普法号，群
众普法零距离

按照中央政法委“做大做

强做响政法网络新媒体”的号

召，今年，绥宁县司法局大力推

广其官方抖音号，推出一系列法

律知识、安全知识短视频精品。

他们把真实案例制作成动

漫片、情景剧等，让法律条文转

变成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使

群众学法于“指尖”。还开通了

“留言解答”，安排法律专业人

员对抖音上的法律咨询留言进

行答复。

截至目前，绥宁县司法局

官方抖音号共发布节目186期，

播放量达130万余次，普法受益

群众20万余人次。抖音线上答

疑法律咨询 100 余次，其中有

10 起 问 题 是 急 重 矛 盾 纠 纷 。

2024 湖南省“懂常识、守常规、

成常态”网络普法短视频征集

展播活动中，动漫片《超级英雄

手册—民法典》获三等奖。

月月公布“调纠比”，
基层调解责任实

针对部分乡镇、村（社区）

干部调解矛盾纠纷责任心不强

的问题，绥宁县司法局首创了

“调纠比”机制，以县委依法治

县办的名义每月一公布。

“调纠比”是一个地方调

解案件数与纠纷总数的百分

比，即：纠纷总数=调解案件

数 + 法 院 民 事 和 刑 事 自 诉 案

件 立 案 数 + 司 法 局 行 政 复 议

立 案 数 + 信 访 局 申 诉 求 决 事

项 登 记 数 + 公 安 派 出 所 治 安

案 件 立 案 数 。 统 计“ 调 纠

比 ”，既 可 以 反 映 一 个 乡 镇 、

一个村（社区）民间纠纷的总

量 ，又 可 以 反 映 该 地 人 民 调

解、行政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

纷的贡献大小，反映乡镇、村

社区干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

社会稳定的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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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

问 题 治 理 ”专 项 行 动 正 在 开

展，明确要求重点整治利用算

法实施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消费者在

不经意间被算法“算计”，专项

行 动 传 递 出 坚 定 整 治 这 一 乱

象的信号。

算法悄然影响日常消费模

式。算法既高效和精准地推动

数字经济发展，又可能以大数

据“杀熟”等形式侵蚀消费者权

益。如今，算法可能比消费者

更了解本人的消费习惯。

不同人订同一航班同一舱

位机票价格不同，某 App 多次使

用 后 无 法 再 领 取 大 额 度 优 惠

券，会员订酒店反而价格更贵

……随着算法深度嵌入日常消

费，大数据“杀熟”手段花样翻

新，愈发隐蔽复杂。“杀熟宰客”

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算法必须守法。定价要诚

信为本，平台不能根据年龄、职

业、消费水平等“用户画像”，就

对消费者“量身定制”价格。对

于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又破

坏市场正常公平竞争秩序的所

谓“算法”，必须依法严厉打击。

算法不是谋利的背锅侠。

大数据“杀熟”，表面上是技术

问题、程序问题，实则是社会问

题、诚信问题。算法背后是企

业 的 价 值 选 择 ，或 许“ 随 机 优

惠”的小聪明、小算计能够为商

业扩张带来短期利益，但从长

远看，持续蚕食消费者的信任，

损害企业形象，会给整个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埋下祸患。

算法要向善。算法的使用

要在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之间

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持续探索

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督机制。妥

善把用户隐私保护和体验提升

落到实处，与消费者重建信任，

用好算法的平台方得长远。

新技术应用带来新产品、新

业态，也会带来新冲击。“清朗·网

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不是

一阵风，而是要持续让每个人都

切实感受到新技术的便利。

大数据“杀熟”，算法不是“算计”
周以航

12 月 15 日，新宁县金石镇观瀑村，新新高速公路二标段二工区观瀑 1 号高架桥上，工人们正在施工作业。目前，该大桥已经

完成单向铺设箱梁，进入双向铺架施工，预计本月底前完成。        郑国华 邓暄暄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