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亭镇探索采用安寓模式 
依法治理企业非改居问题 

 

一、背景缘由 

安亭镇企业众多，外来人口稠密，存在部分业主以营利

为目的，将商业、办公等非居住类建筑改造后用于自住或对

外出租现象。辖区内共排查出 121 家企业存在非改居房屋租

赁居住行为，居住人数达 3万余人，存在治安、消防、卫生、

“群租”、非法经营、企业管理等六大类 200 余项问题，形

成了企业非改居租赁房屋“三个实有”管理“三难”问题。

2018年安亭镇启动了非改居“北斗行动”,2019 年升级为“安

寓模式”，通过实战摸索、理论创新升级，安亭镇在依法治

理企业非改居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果。 

二、基本做法 

（一）转变观念，强化制度建设 

对任何难点痛点问题的解锁都是从工作思路和工作方

法的有效转换开始的，安亭镇从“控制管理”为主积极转向

“人性化服务管理并重”，实现“有温度的服务，有人情的

管理”。 

一是深入调研，精准号脉 

在镇党委、政府领导下，镇人口办根据非改居的区域分

布，积极会同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实情和舆情的分析研判，以

换位体验、换位思考的方式，收集人口服务和管理对象反映

强烈的问题，进一步发现短板问题和管理盲点，思考治本之

策。 

二是收集民意，及时研究 

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及时收集来沪人员的愿望和要求，

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加大宏观政策层面的研

究，研究流动人口和郊区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联系，流动人口



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与全镇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

再通过法律形式保护来沪人员的权利。 

三是反复酝酿，出台政策 

审慎提出战略性政策建议并实施，比如安亭镇辖区内的

企业宿舍经过广泛排摸后发现基本都没有合法证件，住在这

些宿舍内的职工依照上海市居住证申办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是无法办证的。但是安亭镇辖区的同济大学、细胞研究中

心等企业和单位与全镇的发展、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

安亭镇对这些单位的高学历人才实施控制一定额度的准许，

协助他们办理居住证，营造高学历、高层次来沪人员内心的

归属感。 

（二）凝聚民心，强化党建引领 

以党建服务中心为“纽带”，深入融合“安客模式”、“安

寓模式”两种管理和治理模式，打造属于安亭的村（居）党

建+服务管理新模式和新理念，形成工作部署上相呼应、工

作成效上相促进的良好态势。 

一是紧密结合，形成阵地 

发挥村（居）党建的阵地作用，打磨服务内涵。目前，

安亭镇村、居、经济小区共有 69 个党建服务站，安亭镇通

过在党建服务站基层文化超市这个平台，携手 72家村（居）、

5 个学校、10家企业挖掘特色文化项目，提炼汇总制成一份

适合各种场所、各种爱好的文化菜单，然后再放入到基层文

化超市平台，通过“你点我供”的互动服务，随取随用、循

环展示，促进跨区域、跨行业文化的展现、交流、传播，增

强新村（居）民满意度、获得感。 

二是广泛宣传，形成示范 

为深层次构建情感文化，近两年镇人口办组织举办了大

量的社区文化进企业活动。特别是今年 7、8 月份，在安亭

辖区内来沪人员集中、企业规模较大的区域内安亭镇组织开

展了以“奋斗新时代 筑梦新家园”为主题的 6场巡演活动，



整个系列活动以基层文化超市的菜单节目为主，并辅之发放

各类宣传卡片等资料 3000多份、各类宣传品 2500余份，吸

引逾 4000人积极参与，现场咨询人数 3000余人，共有 20000

余人参与其中。 

三是深入一线，形成惯例 

为进一步提高来沪职工的法律意识，镇人口办在今年的

9 月和 11 月份，又连续开展人口服务管理进 11 家企业的系

列宣传活动。企业职工深入了解居住证办证的相关政策法规，

合法居住，依法申办居住证。同时通过入户宣传安亭镇及时

发现了企业宿舍在管理和安防硬件设施上的薄弱环节，与企

业方就自主管理和硬件设备升级换代进行了交流。投入资金

帮助辖区内 10 余家企业安装了宿舍人脸识别系统，许多企

业也自主投入资金改善住房条件、监控系统等，逐渐形成了

企业自主投入为主，政府辅助投入为辅的惯例格局。 

（三）多措并举，强化创新意识 

社会事务化管理已经成为推动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工作

的重要方面，安亭镇充分发挥协管员、居委、志愿者等社会

资源，通过市场运作、分类管理，减少非改居人群的失控漏

管。 

一是全面排查，摸清底数 

根据公安对实有人口管理的要求，不断规范来沪人员信

息管理，组织一线社区综合协管队员组成排查小组，定期对

辖区内所有的非改居租赁房屋展开入户排摸行动，进一步理

清安亭镇三个片区存在的类住宅数量，全面掌握非改居租赁

房屋的基本情况、租住人数、房屋间数，为人口管理研判建

立可视化数据。 

二是因企施策，分类管理 

1.成规模的集团经营企业。如泊寓、福耀玻璃、财富广

场等。特点是统一格局、长租为主，通过高科技信息化手段

加强人员管理，设置人脸识别门禁与保安巡逻结合的智慧网



络加人工服务的模式，加强大楼入驻人员的信息管理。 

2.中等规模的私有经营企业。如巢云酒店、亭安逸宿，

特点是以人工为主的管理模式，以长租短租兼容的模式经营，

通过安装人脸抓拍监控系统、信息接入及加强人工巡逻等方

法，逐步提升信息管理的水平，并根据需要组织开展群体性

活动。 

3.小规模的个体经营户。如安福市场。特点是管理模式

不强，通过职能部门、市场管理部门加强管理和约束，提供

相关服务指导、逐步完善机制、建全基本安全设施等方法，

来促进来沪人员的信息管理，并根据需要组织开展聚会式活

动。 

三是重点建设，防范风险 

重点推进安防硬件设施建设，通过技术手段和专人管理，

将房屋动态信息、人口动态信息和人口进出动态信息有机结

合，通过“渗透式”、“融入式”、“嵌入式”的管理模式，使

得人口服务管理从命令禁止转向倡导提示，使人口服务管理

由高效率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打造“以证（居

住证）管人，以房（房屋编码和出租屋分类管理）管人，以

卡（门禁卡加视频监控）管人”新模式。 

三、主要成效 

总之，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和摸索，安亭镇形成了“政

府领导、公安为主、各方配合、齐抓共管”工作大格局，探

索出了一套采用安寓模式，依法治理非改居企业中普遍存在

的治安、消防、卫生、“群租”、违法经营等诸多问题。 

四、推广价值 

企业“三合一”“群租”等违法行为明显减少，逐步根

治了企业非改居问题，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取得了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上级部门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