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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门，类似的社会治理疑难、涉
居民利益事情还有不少。为灵敏捕捉
问题苗头，高效解决群众所诉所盼，西
门街道以开展基层权力末梢治理为契
机，一方面，重划权力边界、重申程序规
则，为末梢权力运行套上“紧箍咒”，拉
好“警戒线”；另一方面，着眼城市社区
职能职责，聚焦治理服务实际，汇集以

“西门大妈”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为权力
末梢治理设立“前哨预警站”，着力探索
末梢监督治理新模式。

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西
门街道依托大妈、网格等力量构建起

“问题预警—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结
果反馈”的全链条末梢治理机制，今年
全新打造的“3S善治西门”智慧治理系
统，更为大妈们的日常工作插上了“科
技的翅膀”。最近群众关注什么，哪个
小区发生了难以处理的事情，都会即时
汇总到系统上进行归类，最快半小时内
上门解决；难以协调解决的，也将由街

道相关负责人员通知社区，让“西门大
妈”去“探探底”。

今年下半年以来，城市广场电瓶车
进电梯的投诉频繁出现，社区前期的处
置并不顺利，大妈们上门沟通后发现，
该问题背后的本质为长期积累的“物居
业”矛盾，各方在消防安全、绿化等多个
方面都有很大意见。于是，在大妈们的
牵头下，社区与楼道租户签订了《楼道
堆物责任书》。同时，由大妈与社区网
格员组成专门巡查小组，不定期检查乱
摆放情况。一个月后，高层楼道乱摆
放、电瓶车进电梯等不文明、不安全现
象得到改善。

“西门大妈”不仅是问题矛盾的收
集者、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在相关政策
宣传、履职监督中也发挥着独到作用。
据悉，为了进一步畅通居民群众监督知
情权，该街道纪工委积极探索“纪工委+
监察工作联络站+监察信息员”三级联
动监督，由“西门大妈”扮演“监察信息

员”的角色，开展参与式、嵌入式监督。
比如，每月的监事日，社区监察工

作联络站里都会出现大妈的身影，她们
与联络站成员一起梳理民情民意，汇总
意见建议，研究确定监督事项。同时，
搭建平台，把群众关心的事项推进、问
题解决情况，通过“议事红伞”“月光墙
门会”等渠道向大家公布。

“老百姓不仅仅有知情权，也应该
有监督权，我们要做的就是普及政策规
范，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让人人都能
成为‘监督员’。”近一个月来，“西门大
妈”手持行权事项手册，在自学掌握的
同时还积极向群众普及，真正把权力放

到了老百姓眼皮底下运行。
“一人分饰三员，政策宣传员、问题

收集员、行权监督员，一支包含居民、网
格员、党员骨干等100余人的‘西门大
妈’队伍，让基层治理的难事能够真正
得到解决，党群干群关系更为融洽和
谐。”西门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支

“西门大妈”队伍让行权“末梢”变监督
“前哨”，既拓宽了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
参与基层治理的监督渠道，又推动完善
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
层治理体系。

记者 谢伶燕
通讯员 丁雷杰 文/摄

一人饰“三员”

“西门大妈”监督社区巡河。

“路过的车辆请绕行，不要从校门口通过。”“所有等候学生的家长请移
步至人行步道上。”每到上学放学时间，总有一群穿着“西门大妈”志愿者服
的阿姨，手持喇叭配合交警引导着汪弄社区孙英文小学门口的车辆和人
群。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条困扰小区群众和学生家长 10年之久的拥堵
路段变成了“绿波道”。

末梢 前哨变基层“ ”“ ”

根据《报告》，2023年，宁波通勤空间半径
为32公里，不仅居I型大城市之首，还超过成
都、郑州、长沙、武汉、西安、苏州等特大城市，
反映宁波城市通勤辐射的空间范围在“新一
线”城市中规模并不算小。比如，部分市民家
住北仑，需跨越超30公里的距离到鄞州上班，
正是体现宁波通勤空间半径的案例。

但即便如此，从总体来看，宁波仍是通勤
“幸福感”最高的“新一线”城市之一。

2023年，宁波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达
86%，60分钟以上通勤比重为7%，均与上一
年持平。这表明，大多数宁波市民无需承受

“1小时以上极端通勤”，就能从住所到达上班
地点。更有58%的宁波居民正享受5公里以
内的“幸福通勤”，较上一年增加1个百分点。

同期，宁波的单程平均通勤时耗为31分
钟，在《报告》选取的“新一线”城市中耗时最
短，比北京、上海分别快上15分钟、8分钟。
宁波的单程平均通勤距离为7.3公里，较上一
年缩短0.2公里，为“新一线”城市最短水平。

单程平均通勤时耗31分钟
单程平均通勤距离7.3公里

近六成宁波市民
享受“幸福通勤”
通勤时耗，事关

人们在一座城市工
作生活的幸福感。
日前，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与百度
地 图 联 合 发 布
《2024 年中国主要
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选取中国45个主要
城市，围绕通勤时
间、通勤空间、通勤
交通等三个方面，呈
现2023年中国职住
城市空间（就业中心
与居住区域在空间
上的分布关系）与通
勤特征。

要进一步提升通勤幸福感，宁波
还能做些什么？

根据《报告》，2023年，宁波轨道
交通 800 米覆盖通勤的比重仅为
16%，表明轨道交通对通勤人士的支
持力度有待提升。从全国来看，深
圳、成都、武汉、广州、上海为轨道交
通覆盖通勤比重最高的5座城市，其
轨道交通800米覆盖通勤的占比都
在30%以上。

同期，宁波的45分钟公交服务能
力占比为49%，即近一半的宁波通勤
人士能乘坐公交在45分钟内到达目
的地。但这一数据较上一年度下降
了2个百分点。可见，宁波公交对通
勤的服务能力尚有提升空间。

在优化市民通勤体验方面，报告

从城市交通规划的角度给出如下建
议：

一是，强化城市外围居住区与周
边轨道车站的公交接驳，并提高轨道
交通车站周边面向青年人群的住房
保障投放，从源头上引导就业和居住
沿轨道走廊布局。比如，贵阳提出区
域公交一体化发展思路，对轨道交通
重点站进行TOD一体化规划设计，
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

二是，科学推进城市快速路网建
设，重点强化城市及周边高快速路一
体化改造，提升城市通勤走廊的道路
交通运行效率。比如，郑州和周边城
市形成两条及以上城区直连的快速
路，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服务。

记者 严瑾

在通勤半径相近的“新一线”
城市中，宁波为何能保持通勤时间
最短？

一方面，宁波“降堵”成效可观。
据百度地图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
城市交通报告》，2023年，宁波通勤
高峰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4.64%，
降幅居全国百城之首，且交通顺畅程
度领先于汽车保有量300万辆级的
同等城市。

另一方面，宁波的职住分离程度
表现良好。职住分离度指居民理论

上能够实现的最小通勤距离。根据
报告，2023年，宁波的职住分离程度
为3.2公里，和上一年持平，低于除深
圳（2.7公里）以外的其他一线城市和

“新一线”城市。
也就是说，宁波市民从住所出

发，平均只需3.2公里就能找到就业
场所。宁波的就业场所呈分散组团
式发展的格局，且多数“上班族”的工
作和生活围绕各自的组团中心展开，
职住分布相对均衡，有利于缓解通勤
压力。

58%居民享受
5公里以内“幸福通勤”

平均只需3.2公里就能找到就业场所

45分钟公交服务能力的占比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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