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关注者注意到，上海的基

层法院近期纷纷在其官方微信上公
示了顽瘴痼疾专项整治清单，接受社

会公众监督。这是上海法院系统开展
教育整顿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今年 3月份第一批教育整顿工
作开展以来，上海法院系统按照中

央督导组和市教育整顿办的统一部

署，成立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强化组织领导，深入思想发动，

扎实推进教育整顿工作。全市三级
法院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政治教育、

警示教育和英模教育，深挖彻查顽
瘴痼疾，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确保学

习教育取得实效。

“一把手”带头履行责任

教育整顿工作伊始，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就建

立了基层联系点制度和督办机制，
加强对全市法院系统教育整顿的指

导推动。上海高院班子成员分别赴
基层联系点，通过与“一把手”谈，列

席各区法院党组民主生活会以及与

班子成员集体谈话等多种形式，抓
好“关键少数”的谈心谈话，“面对

面”指导督导各区法院“一把手”认
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

抓队伍建设，首先要抓思想政
治建设。上海三级法院的党组书记、

院长还带头上专题党课，为确保上
好党史教育“第一课”，班子成员深

入分管部门、所在支部领学、讲学、
评学，通过“一把手”示范学、领导班

子带头学、支部集中学，推动学习教
育与党建深度融合。在上好理论课

的同时，上海各基层法院还充分运
用“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独特

红色资源，开展红色资源现场教学，

给干警上好红色传承“初心课”。

随着政治教育的深入推进，上
海法院系统开展的党纪党规学习和

警示教育也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深
化。上海高院编写《上海法院警示教

育案例选编》并下发全市法院，运用
身边人身边案以案示警、以案为戒，

还开设了警示教育专栏，提升“查处

一人、警示一批、教育一方”的效果。
各法院通过编印学习手册、举办专

题讲座、观看警示教育片、组织支部
集中学习等多种形式开展警示教

育，法院干警政治纪律和法纪意识
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政治教育和警示教育的基础
上，上海各级法院积极开展英模教

育，通过宣传英模事迹、弘扬英模精
神，在上海法院系统营造争优赶超

的良好氛围。从学习教育开始，上海
各法院即开展英模和先进典型选树

活动，制定选树方案和标准，树立先
进典型，学习英模精神。

宝山区法院月浦法庭庭长王国
侠带领月浦法庭创建“枫桥式人民

法庭”，将案桌前移到田间地头，这
个仅有 10名在编干警的基层小法

庭，管辖着月浦、罗店、罗泾三镇的
普通民商事案件。2020年，全庭共

审结 1200 余起案件，结收比达
104%，全年全庭无一起案件因瑕疵

被改发。她坚守初心的精神，激励着
众多法院干警。

“回头看”深挖违纪违法线索

上海高院从全市法院立审执条
线抽取人员，建立由 25人组成的督察

人员专库，对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整治情况开展联合督察。目

前，督察组已对黄浦、闵行、松江、奉贤、

金山、崇明等 6家区法院进行了督察。

第一批教育整顿工作进入查纠
整改环节后，上海法院系统落实“自

查从宽，被查从严”的政策，真抓、严
查、实改，扎实推进顽瘴痼疾整治和

线索核查工作，先后制定了《上海法
院系统顽瘴痼疾专项整治方案》《上

海法院顽瘴痼疾整治工作评估表》，

明确了上海法院系统顽瘴痼疾整治
工作重点、措施、目标。

在最高法院顽瘴痼疾专项整治
方案明确的5个规定动作基础上，上

海高院把“法官与律师不当接触交往
问题”作为上海法院系统的自选动

作，列入必查重点。上海高院教育整
顿办深入指导督导各区法院开展自查

自纠工作，进一步明确自查事项和方
法步骤、具体要求，主动向社会公开

发布各区级法院系统本次专项整治
的“5+1”项重点内容。各法院组织干

警一人不漏地填报并提交自查报告，
在个人自查的基础上，对查摆出的问

题列出清单、对账销号、逐项整改。
此外，上海高院制定《关于上海

法院系统开展执法司法案件“回头
看”评查活动的实施方案》，对 2017

年以来已经作出生效裁判或处理决
定的案件，开展自查、复查和抽查工

作，对有廉政风险的案件进行集中
评查。开展重点案件交叉评查，采取

异地交叉评查方式，对 2018年以来
法院系统办理的“公职人免于刑事

处罚案件、改变定性案件、判决无罪

案件、一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暂予
监外执行案件”等 5类容易滋生司

法腐败、执法不公的重点案件，进行
“一案三查”，重点发现定性不准、量

刑不当、程序违法等问题，并从中深
挖干警违纪违法问题。

公示专项整治清单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上海法院出实招
深挖彻查顽瘴痼疾

    垃圾分类，城市数字化转型，二
者有啥关系？

今年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就要满两年了。

上周，上海数据立法研讨进入公众视
野。 立法是大事，数据立法关乎城市
数字化转型；城市数字化转型，也是
大事， 可市民感受度高的还是身边
事。不妨，就以垃圾分类为例，说说数
据将会如何依法赋能社会治理。

想想看，你家小区的垃圾箱房，

长什么样，干净清爽还是脏兮兮？投
放垃圾，定时定点，还是 24 小时？

别急，先看看别人家的。

南昌路上，雁荡社区，有个福元
小区，小区里的垃圾箱房，有特色。

首先，垃圾分类智能化投放，够
聪明。 扔垃圾， 先刷垃圾箱房门禁
卡，系统后台迅速识别居民身份，确
认是小区居民才开门。干、湿垃圾正
确投放， 后台自动统计投放重量换
算积分，积分够多，可兑换牙膏、香
皂、垃圾袋。智能垃圾箱房的液晶显
示屏也没闲着，居民干、湿垃圾投放
量、绿色账户积分一一显示，定期更
新居民垃圾投放“红黑榜”，督促大
家自觉遵守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

其次，精细化管理，够高效。 两
个探头，一个在垃圾箱房里头，一个
在外头， 连接着智能终端控制系统
室。 垃圾桶快要满溢，内部探头立马
报警；谁要是乱扔垃圾，外部探头 10

秒内发出处理信息。在智能终端控制
系统室， 墙上大屏幕显示垃圾箱房

“即时状态”。一有情况，智能终端控
制系统室工作人员就呼叫保洁员，

保洁员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再次，服务生活，投放时段优化
为 24小时全天候开放，够方便。 福
元小区，原本就是老小区，老人多，

大多早睡晚起，每天扔垃圾就像一
桩心事，错过了扔垃圾时段晚上就
睡不好觉。 福元小区自治家园执委
会了解到居民诉求，既然智能垃圾
箱房改造得益于瑞金二路街道社
区“微更新”，那就把好事办好，跟
物业公司、居委会共同协商决定，去
年 5月起智能垃圾箱房 24小时全
天候开放。

不用说， 福元小区的智能垃圾
箱房，就是“一网统管”应用于基层
治理的迷你版，种种特点，也正得益
于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尝试的数据互

联共享。

这阵子， 南昌路 100弄 2号，

参观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
青年》编辑部旧址）的人越来越多。

不少来自基层社区的， 慕名顺路到
福元小区来看看，看了，不只羡慕，

更想自家社区垃圾分类， 也早点数
据赋能。其实，数据赋能基层社会治
理，呈现的应用场景，远远不止垃圾
分类，养老、医疗、教育、公共安全等
诸多领域，概莫能外。

技术跑得快， 制度供给不能落
下。数据立法，一个思路正是———推
动数据赋能基层。 大量的数据应用
需求在基层， 立法草案就要求各区
归集至市大数据资源平台的数据经
过整理后， 应当按照数据的区域属
性及时返还至区大数据资源分平
台，赋能各区开展数据的深度应用。

同时，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共享
开放机制，尤为必要。 一个共识是，

公共数据的共享以共享为原则、不
共享为例外，开放则以分类分级、安
全可控、 便捷高效为原则。 如何共
享？ 头一样，需求清单、责任清单和
负面清单， 就是公共数据共享机制
的基础， 不断提高有条件共享的效
率， 形成基于应用场景的直接共享
机制。第二样，建立共享开放成效的
考核评价机制， 督促各区和各部门
落实共享开放要求， 谁也不能垄断
数据，杜绝“数据孤岛”。

数字时代， 技术发展必然带来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数
据立法， 如何让城市数字化转型切
实提升日常生活的安全感、获得感、

幸福感———即便普通如垃圾分类这
件事，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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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西方报人如何评价接管上海的共产党人：
源自事实的公正报道

    今天播出第五集《第一印象》，通过

英美记者的现场报道，带领观众回顾这
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上海解放特辑⑤

扫
码
看
详
情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记者从
日前举行的上海住房公积金制度建
立 30周年座谈会获悉，截至目前，

上海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 13300亿
元，提取 6350亿元用于支持住房消

费，累计向 290万户家庭发放住房
公积金个人贷款 10200亿元。

1991年上海率先在全国建立住

房公积金制度，30年间，摸索出一条具

有上海住房公积金特色的发展之路。

“十四五”时期，上海公积金将
再开新局：一是扩大制度覆盖范围，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完善弹性缴

存机制，使公积金惠及更广大群体。

二是拓宽资金使用渠道，坚持供需双
向、租购并举，重点支持住房租赁市

场发展和城市更新，助力解决好大城
市中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突出问

题。三是创新政务服务方式，提升就

近可办、线上速办、异地通办水平，促
进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四是推进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探索制度创新、管
理模式创新、合作机制创新，在长三角

示范区内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推

广、可复制的工作经验。五是推动数
字化转型，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数据

共享，促进全方位赋能，健全高效安
全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智慧公积金。

上海住房公积金累计向290万户家庭发放贷款102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