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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记者 谢佳俊）四年
前，12345这条以“听民声、解民忧、聚民
意”为初心的热线应运而生。四年间，
它一步步积累，一点点成熟，从当初的

“树苗”茁壮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
树”，渐渐走进丽水人的心底，成为一条
市民离不开的暖心热线。

“有事就打12345”受理诉求
件总量逐年递增

“原来社保、公积金、交通……各个
单位都有自己的热线，咨询业务要翻好
久 的 通 讯 录 ，现 在 好 了 ，只 要 拨 通
12345，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能得到解
决。”市民王大爷对 12345 热线赞不绝
口。

2016年，我市将全市各县（市、区）
30个职能部门的 36条政务服务热线资
源整合成一个统一受理平台，以一个号
码对外，实行“统一接收、按责转办、限时
办结、统一督办、评价反馈、行政问责”的
工作机制。

四年来，全市来电量以年均 29.14%
增长率在增加，2019 年全市共受理 41
万件，2020 年 1-10 月全市受理量已突
破 54万件。疫情开始以来，12345热线
成了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零接触交流
的重要平台。每天的话务量呈指数上
升，全体工作人员放弃休假，24小时加
班加点确保热线畅通、应接尽接，市级
平台最多一天的来电量达到了 18475
个，接听最多的话务员连续几天每天超
过 200个电话。

另外，市 12345中心还参与远程支
援湖北并接听话务 6666次。至 6月底，
全市 12345热线共接听涉疫来电 99475
个，其中当场解答 87784 个，转送办理
11691件。

市民对 12345从陌生到熟悉，如今，
“有事就打 12345”的口碑在市民中逐渐
形成。

“解决问题越来越快了”回应
市民的期待更高效

为民办实事，仅有一腔热忱还不
够，更要有完善的机制保障，才能作真
章、出实效。

12345中心以高标准实行“受理、办
理、回访、督办”全流程监管，严格落实
考核目标，确保“打得进”“接得快”“办
得好”，咨询事项一次性答复率达到每
年 96%以上，投诉事项满意率每年均达
95%以上，平均办理时长从整合前的
12.4天缩短至现在的 2.6天。

“我老家受暴雨影响，可能会出现
山体滑坡，我的老父亲还在家里，你们
能帮着想想办法吗？”平台刚成立的第
二天，市 12345热线接到景宁畲族自治
县景南乡一名在外务工人员的来电，
平台立即联系景宁县派员查看并转移
群众，就在转移后的半小时左右出现
了山体滑坡。

“谢谢你们，给了我父亲第二次生
命。”事后，来电人特意向市 12345 中
心赠送了锦旗。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
多，2019年对 12345热线的专门致谢的

有 50 人次，2020 年 1-11 月已有 63 人
次。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是市民参与
城市社会管理的重要平台，汇集了社
情民意、城市管理、经济建设等各方面
的海量数据和信息。这些第一手的

“大数据”，真实又急切，既是职能部门
工作的“风向标”，也是执政者的“决策
员”。

2016年至今，市 12345平台共报送
各类信息约 360余篇，多次得到领导的
肯定和批示。疫情期间，市领导对市信
访局报送的疫情日报和专报高度重视
并多次作出批示，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及困难群众问题的高
效解决。在我市城中村改造、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重
点工作期间，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提供信
息参考；第一时间在重大活动和重要节
点期间，对各类苗头、紧急信息进行分
析排查和交办，确保正常信访秩序。

“12345”筑牢民意“连心桥”

近日，遂昌县垵口乡通过村务公开栏张贴、入户上门发放资料、面对面宣讲等方式，对计
生奖特扶政策进行解读宣传。 通讯员 林伟芳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洪瑜阳 吴
爱玲）“今天本来就是想先咨询
下如何办理新装，没想到什么证
明都没带，直接就将这事情办好
了。供电公司提供贴心便民服
务，真是没得说！”12 月 21 日，正
在莲都区供电公司营业厅办理
业务的叶金桂说。

这是丽水市正式试点运行
“码”上办电新型业务，也是丽水
电力系统与丽水市政府数据共享
上的第一次“握手”。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
入推进“互联网+”服务应用,加快
供电数字化建设，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全面推进丽水“无证明
城市”创建工作，今年 10月份，丽
水供电公司多次与丽水市大数据
局沟通协调，依托政府浙里办
app，创新“码”上办电新型业务模
式，实现客户“零证办电”。

“因为是临时起意，我连自
己的身份证都没有带。”12 月 21
日，叶金桂逛街路过莲都区供电
公司营业厅时想到家中新房建
好后还没办理用电手续，就打算
咨询一下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没想到营业厅工作人员直接通
过数据共享平台提取了我的身
份证件等相关材料，短短几分

钟，便办好了业务。”
据介绍，作为丽水全域首个

“码上证明”试点单位，丽水供电
公司积极对接丽水市大数据局，
在政府浙里办 app的“码上证明”
模块开通电力应用场景，使得用
户临柜申请办电时，无需提供任
何证件，只要在线扫一扫“电力商
户码”，便可在线查询、使用和授
权相关个人数据，通过“码”上办
电实现“马上办电”，真正做到“线
上收资”“零证办理”，纵深推进绿
色零“碳”办电，助力丽水大花园
建设。

目前，“码”上办电已经在莲
都区供电公司、碧湖、老竹、联城、
岩泉、大港头供电所营业厅开通
试点，在线支持“低压居民用电新
装”与“低压居民销户”业务，依托
数据共享平台，实现 5 大类 22 项
信息通过网络读取核验。

下阶段，丽水供电公司还将
逐步增设小微企业新装、峰谷电
变更等 20项常见电力业务，不断
推动“减证便民”向“无证利民”，

“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路”转变，
让群众办事更简单、更便捷，着
力提高服务效率，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

丽水市民实现“零”证办电

本报讯（记者 黄晓俊 通讯员 刘颖 吴昊炅）“这些
消防器材都需要定期检查，消防通道也要保持畅通，培训
班要证照齐全、台账清晰。”近日，莲都区校外培训机构执
法检查组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教育机构“双随机、一公开”
专项执法检查，依托“互联网+监管”平台，全程电子化管
理和检查信息共享，针对检查出的问题，直接倒排整改任
务，坚持责任到人，有力推进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有序化、
规范化。

教育是民生之基，校外培训机构历来是教育管理的难
点。为推进校外教育管理精细化，自 2017年起，莲都区教
育局以问题为导向，破解发展难题，建立黑白名单，营造了
良好的校外培训环境。

此次专项检查由莲都区教育局成人培训中心牵头，市
场监管、公安、消防、民政等多部门联动，并以“检查对象随
机抽取、检查人员随机抽选、检查情况向社会公开”为原
则，针对日常群众反映的消防安全、教育环境等普遍性问
题以及资质认定、业务范围等突出风险而开展针对性检
查。

在全区 93 家培训机构中，工作组随机抽查了优博教
育、雅博教育、新起航教育、启喻教育、昂立教育、智慧倍加
教育等 6家培训机构，检查发现，所有被查机构申报情况
与实际办学相符，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但个别机构
存在消防台帐不够齐全，招生宣传不够规范等情况，已责
令限期整改。

以“互联网+监管”平台为依托，全面应用“浙政钉·掌
上执法系统”，动态记录执法信息，是教育等部门监管、优
化服务改革的一种形式。莲都区教育局成人教育培训中
心干部朱沈付介绍，此次检查从结果运用、数据存档到考
核管理，全程在执法监管平台操作实施，确保高效便捷、全
程留痕、责任可溯。

莲都以“互联网+监管”
推进教育领域“最多跑一次”

本报讯（通讯员 曹国勇 胡雅婷）
“我年纪大了，没有机会再和大家并肩
作战，但也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疫
情期间，身在病榻的叶益生委托儿子叶
俊，将 3万元的捐款送到了遂昌县慈善
总会。

84 岁的叶益生是一名退伍军人，
1963 年由部队转业到遂昌县财税局工
作。与公益事业结缘半生的他，了解到

遂昌的深山里还未完全脱贫，上不起大
学的贫困生每年都有。2017年 6月，在
与儿子、孙子商量后，他决定与家人一
同成立遂昌县慈善总会梧桐公益慈善
基金。

他将全家省吃俭用所收藏的上千
件艺术品拿来义展义卖，作为慈善基
金的启动资金。这些明清名家字画、
玉器、各类陶瓷、化石、黄腊等名贵藏

品，正化作一笔笔爱心资金，汇入到
“梧桐”这片温暖洋流中。“我们进到
遂 昌 最 偏 远 贫 困 的 西 畈 乡 ，捐 赠 了
500 桶蜂蜜，节日慰问烈士军属、退役
军人和社区的困难群众，一些贫困的
大学生我们也资助，总不能让他们读
不起书吧。”话语普通平实。在他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这
条路上。

叶益生还有个习惯，每天花一小时
阅读报纸，他笑着说：“我爱‘管闲事’，
国家的新闻更不想落下，税务的变化也
想多看看。”梧桐慈善基金从助学圆孩
子读书梦到慰问退役军人，再到精准扶
贫共奔小康计划，这几年，叶益生将义
卖所得十万余元善款全部用于慈善公
益，更是与遂昌县税务局机关三支部结
对，联合扶贫对象所在乡镇党支部，开
展“X+1”精准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

每当谈起公益，叶益生总说：“我是
一名党员，也是退伍军人，能以这样的
方式尽力守护‘疆土’，我很安心”。

耄耋之年的公益老兵

本报讯（记者 陈俊 通讯员 杨雅索）日前，青田县首
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瓯南街道石门小区和油竹街道
芝竹小区的两部加装电梯完成安装，等待质检部门验收后
即可正式投入使用。

2019年，该县出台办法明确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适
用范围，以小区业主委员会或单元业主为申请人，通过签
订协议、现场勘察、公告公示、设计审查、办理许可、竣工验
收等步骤，完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并由申请人落实电梯
后续的维护管理。

为有序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青田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严格按规定出具加梯位置红线图及办理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秉持加装电梯要以实用性为原则，不增加
或变相增加住宅使用空间，并且以小区或幢为单位，保持
电梯尺寸和外立面外观相对统一，尽量减少对周边相邻建
筑的不利影响。

同时，该县还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加以扶持，如对属
于中心城区规划区范围内国有土地的 5层以上非单一产
权的单元，给予每台电梯 10万元的补贴，大大提高了老旧
小区居民加装电梯意愿，形成了全社会关心、支持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石门小区和芝竹小区加装电梯的单元楼，住
宅层数皆为 6层，共有 22户住户，均以老年人居多。加装
电梯将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极大的便利，增强了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民生“关键小事”，目前该县已受
理加梯申请 196台，通过审批 76台,开工 71台。青田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表示，伴随着旧改提上日程，未来
老旧小区也将开始焕发新生，成为环境优美、整洁有序、邻
里和谐的美丽家园，群众的生活也将变得更方便、更舒心、
更美好。

完善便民基础设施 城市更加宜业宜居

青田首批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完成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