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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区将区政务服务中心、4个分中
心、25 个街道、180 个便民服务站统一纳
入一体化平台。设置分领域专业服务综
合窗口105个，统一受理区级政务服务事
项 1230 项。推进“业务融合”，设置无差
别服务综合窗口8个，整合优化15个单设
部门的 335 项事项入驻综合窗口统一受
理，30项事项实现“一个系统办”。该中心
还是在全省第一个实现实时把大厅办件
量、人流量、办件效果同步反映出来的数
智化独立自主运营试点单位。

“今年以来，实现一网通办率100％，
全 程 网 办 率 99.05％ ，压 缩 时 限 比
88.37％，跑动次数0.09次。加快推进‘一
张证办一揽子事’，累计归集、整合电子证
照（证明）120类900万余册，电子证照累
计调用量达360万余次，总量位居全省第
一。”城关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审批改革科
工作人员贾玉莉称。

如今，在城关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
能办的事项多了，群众的办事效率提升
了，地域、部门限制被打破，集中服务深度
融合的改革在城关区初显成效。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

日均办理事项2000余件，
办理事项能力提升87.5％，高
频事项办理群众平均等待时长
整体缩短 50％……这是自
2024年兰州市城关区政务服
务中心新政务管理服务系统启
动以来，城关区在数字政府建
设背景下交出的一张成绩单。

今年以来，兰州市城关区在数字
政府运行新形态下，率先在全省探索
政务服务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数字
化运营、精准化管理模式建设，打造智
慧好办、便捷可及的“城好办”品牌服
务，以数字变革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智
能化、现代化。

6月4日上午10时，记者走进城关
区数字政府运营指挥中心，映入眼帘的
是长19米、如同“最强大脑”般高效运
转的大屏。在“数据应用支撑”分屏上
可以看到，当时的办件量为288件，17
分钟后，办件量已更新至376件。

“大厅每办完一件事，这个数据
就会实时更新，我们对每一个窗口的
繁忙度、等待人数都了如指掌，如果
存在办理时间很长的窗口，会通过监
控看是否有堆积，从而进行干预，提
升办事效率。”城关区政务服务管理
局信息数据科科长郭伟向记者介绍
说，数字政府运营指挥中心自 2024
年 1 月 1 日投入运行以来，共接待群
众20万人次，办结23万件，保持日均
接待人数 2500 人次，日均办理事项
2000 余 件 ，较 之 前 接 待 能 力 提 升
67％。

据了解，城关区采用“两中心一
基座”建设模式，即“政务服务中心”

“数字政府运营指挥中心”使用一套
数据基座，实现“政务服务中心”和

“县区数字政府运营指挥中心”从数
据底层相互共享和调用，为政务服务
数据上传下达做好技术架构支撑。

运用场景反推指标工作方法，结合大
数据、人工智能、AI智能、云计算技术
等数字化手段，通过对群众在政务服
务大厅办事的全流程数据抓取，为大
厅办事流程、运行管理的优化提供数
据依据。

让企业、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

的便捷和高效，这是打造数字政府的
落脚点之一。对此，兰州亿家安门窗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人员苟芳深有体
会，“以前办税的地方相对空间小，排
队情况多，抽号得等十几分钟，而现在
窗口多、服务周到，从我进来到办完
税，只用了5分钟，很方便。”

打造“城好办”品牌服务

“从我进来到办完税，只用了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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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关区
政务服务成绩单来了

在晏家坪街道铁路院社区，有一片
居住着60户居民的平房区，周边还有一
栋“三不管”楼院，房屋建设年代久远，存
在安全隐患。

随着雨季的到来，网格员深入辖区，
重点关注地质灾害隐患点、平房区自建房
屋、危房是否异常等情况，并将发现的问
题详细填写巡查表，同时向隐患点周边居

民发放地质灾害“两卡”，嘱咐居民如遇特
殊情况，及时与社区联系，切实做到有问
题早处理。此外，社区还加强值班值守，
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对突发
问题做到早上报、不漏报、不瞒报、不谎
报，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情况。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通讯员 杨闪 记者 张雪芬

晏家坪街道铁路院社区
深耕“小网格”推动“大治理”

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街道铁路院社区通过“访、议、定、办、评”
闭环处置体系，推行“一站式、点单式、上门式”服务模式，实现“事在
小区办，人在小区管”，让基层治理工作开展得更接地气、更贴民心。

“刘阿姨，这张卡片您收好，上面有
网格员的联系方式和监督电话。”社区网
格员挨家挨户发放“民情连心卡”，居民
可以直接拨打公示牌上的电话，寻求帮
助。网格员通过“常在网格转一转、发现
问题管一管、碰到纠纷劝一劝，遇到困难
帮一帮”，有效捕捉群众“微小”难题，及
时解决差异化民生诉求。

铁路小区二区外墙有一条明渠，该

明渠自从铁路小区 1997 年建成后就开
始使用。由于明渠盖板损坏，同时管道
老化、堵塞，影响了周边环境和老百姓出
行生活。小区党员阵地组建的“缝补快
修”志愿服务队曾多次对明渠进行修整，
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后小区通
过召开联席会议，在街道、区住建部门、
小区物业等多元发力下，解决了困扰居
民的烦心事。

铁路院社区以“访民情、解民忧、化
矛盾、防风险”为抓手，坚持日常排查、重
点排查相结合，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
员、社区民警、物业工作人员等多方力
量，收集居民诉求，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哨
兵作用，着力打造为民解忧“终点站”。

家住二十五佳园和小铁路院的两居
民因狗抓伤孩子产生矛盾，铁路院社区
网格员何玲接到居民电话后立即前往

了解情况。原来是小铁路院住户石先
生收养的流浪狗，在院子里追逐阎女士
的孩子并将其抓伤。网格员对双方面
对面进行调解，鉴于孩子治疗已花费
1000多元，石先生答应先支付部分治疗
费，剩余的费用慢慢给，阎女士考虑到
石先生生活困难，要求石先生管好狗别
再伤人，不再要求赔偿，一起矛盾纠纷
圆满化解。

走进网格，服务居民“零距离”

主动介入，化解辖区“千千结”

“汛”速行动，消除隐患“护安全”

活动伊始，城关区妇联青年志愿者阐
述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理念，并鼓励孩子
们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建议。随后，一
场精彩的主题分享拉开了活动的序幕。
老师们通过生动的案例和深入浅出的讲
解，向孩子们介绍了儿童友好城市的概
念、意义以及国内外成功案例。在小组讨
论环节，孩子们分成若干小组，围绕活动
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孩子家长结合
自己的生活和观察，积极发言，提出了许
多具有创意和实用性的建议。孩子们认
为，应该增加社区内的儿童游乐设施，让
公共活动空间更大些。家长代表则提议，
应该加强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管理，提高
社会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创意展示环节，
鼓励孩子们通过绘画、手工、写作等方式，

表达自己对儿童友好城市的向往和期
待。一幅幅作品充满了童真和创意，展现
了少年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于美好生
活的向往。活动最后，孩子们还共同发出
倡议，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中来。

山字石社区党委书记杨静表示，社区
将根据《兰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实
施方案》《城关区创建儿童友好城市区县

（市）试点工作方案》的相关部署，进一步
推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探索建立儿童议
事的长效机制，增强儿童参与社会公共事
务的意识，使儿童的呼声、需求、利益和优
先权成为政府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的有
机组成部分，共同绘制儿童未来美好蓝
图。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

“童智大会堂”
共话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助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打造儿童友好街区。近日，在城关区
妇联的指导和支持下，张掖路街道山字石社区携手兰州市张掖路新华
书店、兰州共创享教育联盟，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探讨儿童友好城市”
的“童智大会堂”交流议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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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童智大会堂”活动的老师和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