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着力构筑城区
安全预防体系

努力把安全风险化解在成
灾之前，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
之时，坚持“事不过夜”抓隐患整
改，守牢城区安全底线。切实维
护消防安全、生产安全、交通
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提高
城区安全常态化管控和应急
处置能力

长宁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全力建

设更加具有韧性的安全城区。

自成为第1期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地区后，长宁区积极开展试点工

作，确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四梁八

柱。织牢“一张网”，以解决群众“三最”问

题为出发点，深入推进扫黑除恶斗争，持

续加大对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打击力度，建立健全社区民警“三个一律”

“三个一小时”机制，织密治安防控体系

网，打好平安建设攻坚仗。

实践中，长宁区积极发挥法治保障作

用，在良法善治中增强定力。

坚守法治底线。稳妥处置涉众型金

融投资受损群体矛盾和特定利益群体矛

盾，密切关注教培类矛盾纠纷，积极搭建

政府、企业、群众间沟通协商平台。

提升法治水平。在全市率先聘请党

政机关法律顾问，实现居民区法律顾问、

居民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街镇公共法

律服务工作站“三个全覆盖”。全市首家

互联网审判庭在长宁法院挂牌成立以来，

出台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

（3.0版）》，服务长宁“互联网+生活性服务

业”重点产业。

完善社会治安
整体防控体系

推动智慧公安全面建成，扫
黑除恶常态长效机制更趋完善，
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问
题取得明显成效，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明显提升

全面提升治安防控能级，长宁区大力

实施“智能安防”建设，全面推进街面巡逻

防控体系建设，实现精准指挥、快速反应、

有效处置。

着眼于大数据+政法服务，长宁区深

化政法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微警务”

“微检务”“微法院”便民举措，着眼于大数

据+智能安防，建立健全覆盖全区的泛感

知网络，为防控风险、精准治理、信息惠民

等插上“智慧翅膀”。

紧扣基层实战需求，长宁区重点打造

政法综治“一网统管”“6+2+X”组织架构，梳

理“人、事、地、物、情、组织”等六大综治工作

要素，用好智能安防等工具箱，探索开发“重

点人员关爱”“禁毒626”“平安志愿者实时

通”“心理服务预警平台”等多个轻应用。

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离不开每一位市

民参与，长宁年均发动近10万人次平安志

愿者开展相关活动，并积极创新群防群治

组织动员新模式，依托“平安马甲”微门户

线上平台和“平安橙”平安志愿者卡通形

象，推出主题表情包和相关文创产品，有

效“圈粉”。

深入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持续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源
头预防和多元化解机制，促进人
民调解等工作走深走实。深化
平安长宁建设协调机制，推动平
安实事项目落地见效。加强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
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
会心态

以自治强活力，激发市域社会治理

活力，在建设安全城区过程中，长宁区

规范化推进综治中心建设。区综治中心

发挥平台集成作用，与城运中心实现一

屏展示、同台指挥，长宁还在全市率先

配备综治中心社工队伍。在各街镇，综

治中心发挥机制集成作用，按大部制设

置平安创建室、信访调解室、人员管理

室、公共安全室，实现制度、职责等

“六个统一”。

在“区—街镇—居村”三级调解网

络全覆盖基础上，完善交通、医疗、涉

校等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平台实体化运

作，依托派出所、司法所、律所“三结

对”合力攻坚矛盾纠纷，健全项目化推

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

调联动”机制。

专业化推进社会心理体系建设也是

“平安长宁”建设一大亮点。发挥全国

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地区先发优势，长宁

在全市率先成立区心理服务促进会，全

面建成1区中心、10街镇、185个居民区

心理服务站点，依托线上“80110808”

心理服务公益热线和线下 4家心理咨

询社会组织，开展及时、普惠的心理

服务，全方位做优做强“心防”特色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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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民至上”镌刻在人民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细节里，用心承

托起每一个长宁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梦想。深入践行人民城市

重要理念，长宁区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使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人民群众的“好声音”，是城市治理的新引擎。在江苏路街道，

一只撬动了为老服务精细化的智能水表出圈走红，街道聆听居民

诉求，为社区140余名70岁以上高龄老人家庭安装智能水表，仪器

终端接入街道“一网统管”平台，以水电使用情况来获悉老人的活

动情况，及时掌握老人居家情况，提供安全保障。街道还通过社区

微信公众号、人民建议征集信箱、现场征询会等方式征求关于非成

套里弄房屋实施卫生设施改造工程的人民建议，实现试点范围内

居民意见征询全覆盖，形成了“有事好商量”的良好氛围。越来越多

的“金点子”正化作城市治理的“金钥匙”。

优化“细节服务”，为便民利民出实招，长宁区积极推动“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落地见实效。长宁区法院聚焦诉讼服务、审判执行、普法宣

传等方面的问题，推进6大项目28项便民利民举措取得成效。长宁区法院

还成立全市首家“涉外民商事纠纷调解中心”，探索建立涉外民商事纠纷

多元化解决一站式工作机制；深度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法院在立案大

厅设置诉讼服务“长宁之舟智慧舱”、智能机器人“法宝”等智能设备，提供

自助立案、个案智查等交互式智能诉讼服务。进一步加强对点播影院的监

管，长宁区检察院立足公益诉讼职能与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点播影院规范

经营风险提示》，对点播影院的设施设置、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提示与建

议，为点播影院行业设定经营门槛，确保筑牢安全防线。长宁公安分局全

面提升治安防控能级，将群防群治作为巡逻防控工作的重要补充，成立商

圈联盟、街区联防、园区联管、社区联控等，构成“一网统防”新体系，实现

力量最大化、效益最优化。

北新泾街道司法所发挥街道“AI+社区”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

景的先发优势，以数字化公共法律服务项目为支撑，为积极打造便

民利民惠民的“24小时数字化司法所”，创建全市首家“数字化调

解室”和“多功能公共法律服务舱”，为社区出行不便的老人和工作

繁忙的上班族提供便利。

将“人民至上”
镌刻在每个细节里

有着20年“数字长宁”的深厚积淀，正抢抓城市数字化转型重

大战略新机遇，重点实施“3320”数字战略，服务经济、生活、治理各

领域，推动“数字长宁”不断升级迭代，守护着每个人的安全感。

打击治理新型网络犯罪，去年9月，长宁区成立“玄武联合实验

室”，这是全市首个由地区公安分局牵头组建，汇聚专业技术资源，针

对新型犯罪预警防范和打击治理的深层次合作平台。长宁警方与8家

互联网企业签署框架协议，警企协同作战，力争从源头上遏制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努力构建“全民反诈、全警反诈、智慧反诈”

新格局，为全市新型犯罪打防工作提供了有益探索。

去年9月，苏州河华政段滨河步道全面开放，“最美步道”的建

设和维护都离不开“科技绣花针”保驾护航。针对人流、车流大幅增

加的情况，长宁公安分局对限流预警、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都做了

精细化预案。区、街镇两级警力合力将步道与校园内的安防、技防

系统合二为一，利用巡查“慧眼”对客流进行实时监控，人工智能算

法助力实时预警客流异常现象。

长宁公安分局跨前服务，探索推出“线上居住登记、居住证办

理即审即批”便民措施，先后在上海市凝聚力工程博物馆等地配备

居住证自助办理机，实现居住证办理“零材料”“零跑动”“当场取”

的24小时全天候便民服务。

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关乎

每个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虹仙小区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

初的老小区，2017年，仙霞新村街道率先在此启动售后公房小区

智慧社区建设，现已成为长宁智慧社区“样板间”。老小区开辟闲置

场地作为电动汽车共享充电站，并增加10台充电桩。针对非机动

车进楼道、飞线充电等隐患，已建成6处“无人智能化车棚”和270

个室外简易充电插座，全面接入数字化管理平台。此外，小区还设

置可燃气体报警、独居老人电子按钮报警器等百余个感知终端，智

能安防投入至今，社区治安情况持续向好，连续3年小区入民宅盗

窃、盗三车案实现“零发案”，110接警数大幅下降。

区司法局主动对接“两张网”系统，积极参与司法部全国首批

“智慧矫正中心”创建等试点，成功建成“智慧公证”、“智慧司法所”

等智能化为民服务平台。

长宁区在本市率先试点推进“海外远程视频公证”，依托“智慧

公证”系统，以远程视频方式为广大海外华人华侨、滞留境外同胞

办理委托、声明等签字、印鉴类公证。新开发的公证在线办理微信

小程序实现了7大类200余项公证事项精准推送、告知与办理。

“数字长宁”
全方位守护安全感

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入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确保政治更安全、社会更安

定、人民更安宁，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平安长宁”再度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区报警类“110”

同比下降26.12%，入民宅盗窃、入室盗窃破案率均为100%，99.8%的居民小区入民宅盗窃“零

发案”……在2021年底举行的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上，长宁区委政法委综治工作室荣获2017-

2020年度“平安中国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发展贯穿城区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近年来，长宁区始终以“建设

上海政治环境最安全、社会环境最稳定、法治环境最公平、社会心态最健康的城区之一”为目标，坚

持政治强引领、法治强保障、德治强教化、自治强活力、智治强支撑，着力解决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努力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长宁方案”、贡献“长宁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