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住枫桥”：智慧社区新样本 

周剑 

苏州市高新区枫桥街道党工委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场域，数字治理也成为城市治理的新理

念、新模式。在向新发展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直面基层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推动数字治理

技术和社区治理机制的融合创新，以“住枫桥”平台为载体，构建了系统的智慧社区服务体系，探索了数字治理时

代智慧社区建设的新路径。 

回归本位：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枫桥街道因唐诗《枫桥夜泊》而驰名中外。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古镇枫桥由苏州城西的传统乡镇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工

业强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枫桥街道也面临着基层治理挑战和公共服务供给难题。首先，居民规模大、异质性强、流

动性高。在 34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枫桥街道共有 7个社区 56个小区，其中包括 26个拆迁安置小区，另有 2个可容纳 5万人的

外来务工人员公寓区，为社区治理增加了难度。其次，群体异质性带来公共服务需求差异化。枫桥面临着农村拆迁安置、流动

人口管理、城市居民养老等普遍难题，不同群体对公共服务有差异化需求，这对基层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能力提出了巨大考验。

最后，街道和社区长期面临着“属地管理”和“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实情形，各个治理主体之间权责交织，基层治

理的数据壁垒、信息孤岛丛生，社区治理能力严重滞后于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 

在此背景下，枫桥街道于 2018年启动以“住枫桥”平台为载体的智慧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借助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以技术革新推动治理机制改革，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首先，“住枫桥”通过一个平台门户，打通了政府管理、居民服务、商业服务三大体系，融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媒体服

务、生活服务、党团服务等服务模块于一体，提供门禁、生活缴费、积分入学、健康管理、法律援助、社保生育、居家养老、

特殊帮扶、物业管理等近百项具体服务功能，形成了覆盖居民生命全周期的智能化服务体系。其次，初步实现了社区公共服务

精准化供给。平台按照不同的居民类型，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内容。如针对满 60周岁的居民，平台自动发送老年优待政策

和办理程序到居民客户端，大大提升了利民政策的覆盖率。平台开发和运营过程中进一步沉淀用户数据，通过大数据、深度学

习等技术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最后，提升了居民参与度。除了便利化的政务服务、优质的公共服务外，“住枫

桥”专门针对儿童、学生、老年人等人群开展特色活动，通过视频、图片、直播等方式，提升居民参与度，增强居民对社区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 

技术赋能：建立智慧社区服务体系 

枫桥街道历经两年半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了以“住枫桥”平台为统一门户、以智慧社区治理大数据中心为基础、以制度规

范为保障的智慧社区服务体系。 

建立智慧社区治理数据中心。2018 年起，枫桥街道围绕基础设施、大数据中心、管理平台、统一渠道等重点，通过建设街

道政务信息化 API 管理平台，实现 API 接口资源的统一汇聚和管理，整合本地网格运行、民生服务、经济发展、政务办公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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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接苏州高新区人口、地理信息、信用等基础数据，形成集基础库、专题库、业务支撑库为一体的数据中心。 

构建“互联网+”服务应用体系。枫桥街道以领域协同为思路，以“住枫桥”为门户，构建了“互联网+政务”“互联网+网

格”“互联网+生活”“互联网+服务”“互联网+产业”的智慧引领“五个+”智慧社区服务体系。通过加强政务数据中心和

“互联网+”服务应用体系建设，构建了版面数据管理、地理图层管理、用户权限管理、系统对接管理、政务服务审批管理等一

体化智慧社区服务后端平台。 

确立智慧社区数字化建设规范体系。2018 年，枫桥街道委托第三方专业咨询公司制定了“枫桥街道政府信息化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明确了街道信息化“151”总体框架体系，先后编制、出台了《枫桥街道政务信息化架构设计报告》

《枫桥街道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规范》《枫桥街道政务信息系统开发规范》《枫桥街道政务信息化架构治理指南》等制度规范，

确保街道智慧社区数字化服务体系顶层设计和各个模块自主开发有序落地。 

治理创新：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效能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和治理机制的融合创新。数字技术推动着治理主体突破现有治理框架，建立更具适应性、灵活性和高

效能的体制机制；而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的革新，又进一步释放了数字技术的红利。“住枫桥”作为智慧社区的样

本，正是探索了一条治理与技术融合的新路径。 

探索了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的新模式。只有尊重人才、尊重技术、尊重市场、尊重规律，敢于创设更开放的治理机制，才

能为智慧社区平台的开发和运营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枫桥街道联合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聘请专业技术咨询公司做好技术和需

求对接，充分利用市场资源解决智能互联平台投资大、技术难、周期长的问题。同时，街道遵循互联网平台的运营规律，推动

平台的自我建设、自觉更新、自主发展，以敏锐的自觉意识不断自我开发迭代，以“造血”而非“输血”的模式来推动平台的

自主发展。在商务服务方面，“住枫桥”坚持平台“开放、共享、共赢”的理念，允许第三方无缝接入，以此增加平台的对外

服务能力，同时也实现了平台的自我造血、自主发展。 

探索了深度分析，辅助决策的新路径。“住枫桥”平台突破了政务系统和软件“一次开发、没有运营”的思维，实现了持

续性的开发和专业化的运营，在技术上提供了基于运营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的可能，在运营上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社

区公共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同时，平台大数据沉淀形成的数据中心和政务信息化 API管理平台组成的“数据+管理”的集成

中心，为街道各类治理主体更具体地判断居民社区服务需求热点、预防预警基层矛盾风险点、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行动能力和行

动效能等治理决策提供了可能。“住枫桥”成为了数字治理时代居民获得优质高效的社区公共服务，以及政府等主体提升精细

化、精准化、智能化社区治理效能的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