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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潞城区扎实开展“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助力转型发展”专
项行动，坚持机制、队伍、平台、网络、运行“五位一体”推进，发挥“五大
优势”，合力化解矛盾纠纷。

发挥组织领导优势，健全一套工作机制。潞城区将开展专项行动
纳入年度平安建设重点工作，提请区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参照上级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并印发《工作方案》和《任务分解清单》，明确责任单位
和完成时限。建立平安潞城建设协调工作机制，健全乡镇平安建设工
作机制，充分发挥乡镇政法委员统筹协调一线作用，切实筑牢落实执行
的“最后一公里”。

发挥齐抓共管优势，壮大一支调解队伍。加强 167 个人民调解组
织、548 名人民调解员的管理考评，开展人民调解员评定工作，成立 28
个以个人命名的调解工作室。设立访调对接人民调解委员会，派驻 3
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常驻轮驻区社会治理中心靠前解纷。成立人民调解
员协会，组织参加省调解协会企业微信平台《新法新规》系列培训 500
余人次，对 200 余名调解员和“法律明白人”开展法律知识培训。

发挥手段综合优势，建好一个治理平台。区社会治理中心建设信
息收集、分流督办、矛盾化解、法律服务的“四位一体”一站式社会治理
实战化平台。乡镇社会治理中心坚持“基础+定制”原则，绘制解纷工
作流程图，在原综治中心基础上扩展为“一厅六室一站”，确定“3+7+N”
建设架构。城市社区打造“社区+小区+网格”多元解纷“微阵地”。农
村以村级调委会为主体，整合村干部及“一村一法律顾问”“一村一警”

“五老乡贤”等调解力量，建设多元解纷工作室。
发挥全科网格优势，织密一张调解网。突出党建引领，建立“村、

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微网格党小组”治理体系，实现组织推动、
党员带动。明确城市社区网格管理“八个有”要求，开展社区网格“十
小工程”，实施全科网格素能提升“十项行动”，涌现出南华社区“红网
格”撬动“微治理”、西华社区“网格便民服务日”等网格化服务管理新
模式。

发挥基层创新优势，打造一批亮点特色。将德治融入基层治理，以
邻里节、最美家庭评选、传统节庆日等为契机，选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活
动载体，发挥德治教化作用。积极鼓励基层一线探索实践，涌现出翟店
街道“四个一”机制调解矛盾、住建局“三强三创三联”化解物业矛盾纠
纷、公安分局“三色预警评估”“三三社区警务”、辛安泉镇西南村“网
格+积分”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等一批“枫桥式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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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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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好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 书写基层善治新篇章
——我市各县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二）

武乡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组
织动员全社会力量，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党建引领，筑牢基层之基。按照“党建引
领、党员入格”的要求，纵向建立“社区党委-
网格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
网络架构，整合基层党员力量，配优网格员，配
强网格长，切实形成党支部建在网格上的治理
格局。大到容纳数千人的住宅小区，小到个体
经营夫妻店，都被纳入网格中，党组织触角延
伸到每个角落。与此同时，大力推行“党建+
基层治理”，探索行动党支部、区域性党支部等
功能型党组织覆盖方式，确保党组织有形有效
覆盖基层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并健全政法委员
统筹基层社会治理、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
作机制，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
注入动能。

精细治理，解决急难愁盼。建立首席法律
咨询专家工作制度，聘任 38 名同志为法律咨
询专家，并从中选聘 5 名首席法律咨询专家，

在 45 家单位设立了法律咨询服务室，对重大
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重大法律风险进行防
控、重大矛盾纠纷和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组织全县政法干部分两批赴浙江
省诸暨市枫桥学院培训学习；设立无人律所，
提供“7×24 小时”便民智能法律服务；成立矛
盾纠纷化解人才库，将有威望有乡村情怀的乡
贤、老党员等纳入矛盾纠纷化解人才库，用“五
老议事”制度助力基层治理。

多元解纷，提升治理效能。充分整合资
源，建成县多元解纷中心，规划设置“一台四区
七室一庭”公共服务平台，组建了 290 个乡镇、
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构建起覆盖县乡
村三级的社会治理平台。注重落实部门联动
机制，采取常驻、轮驻、随叫随驻相结合的方
式，安排人员进驻，以多元化解协同机制优化
工作流程，集约化受理群众各类事项，实现群
众诉求全方位受理、多手段调处、一揽子终
结。今年以来，化解涉法涉诉积案 9 件，切实
提升了治理效能、维护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稳定环境。

长子县紧紧围绕基层社会治理难点、痛点问题，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从夯实组织保障、创新治理模式、探索先行先试
三个维度精准发力，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全
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夯实组织保障，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成立专项办，建立“1+
4+6”（即 1 个办公室、4 个工作组、6 项工作制度）工作模式，在建强
组织、破解难题、服务群众等方面持续发力。在原有 292 个农村党
支部的基础上，按“一个网格设立一个党支部或党小组”的原则，补
充建立网格党小组 930 个。目前，全县 13414 名农村党员全部编入
网格党组织，健全了“行政村党支部-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全科
网格党组织体系，不断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
理效能。

创新治理模式，织密多元解纷一张网。严格落实中央和省、
市关于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的要求，全面推进“访调裁
审处”多元解纷机制。成立县人民调解员协会、访调对接人民调解
委员会，规范 6 个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委员会。全县 13 个乡镇（服务
中心）依托社会治理中心全部设立多元解纷工作站，286 个行政村 6
个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场所建立多元解纷工作室（人民调解委员
会）。建立常态化排查化解机制，深化警民联调机制，制定《进一步推
进司法诉讼、信访事项与人民调解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针对各工
作环节进行了细化明确，促进人民调解参与社会治理。创建石哲、东
田良、鲍店三个“枫桥式人民法庭”，由三个人民法庭庭长带头率先在
三个人民法庭辖区开展多元解纷下沉试点工作，建立法官联络站

（点），实现法官说法接地气，百姓说事“零距离”。
探索先行先试，激发矛盾调处新效能。坚持把试点工作纳入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快推进乡镇社会治理中心建设。目前，
13 个乡镇（服务中心）社会治理中心全部规范化建成并投入使用。
其中，常张乡社会治理中心按照“1+4+N”功能规范设置，即群众接
待大厅、网格管理室、矛盾纠纷调处室、调度指挥室、心理服务室，
还整合派出所、司法所、民政等多个部门办公资源，推动综合治理、
矛盾纠纷调解等日常工作开展，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
调处、全链条解决。

沁源县积极探索延伸“枫桥经验”，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工作机制，以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为要，通过整合调解资源、强
化调解功能，搭建“十百千万”平台，构建起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
效便捷的三级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实现一站式解决群众
诉求、一揽子提供群众服务。

十大行业领域、44 家职能单位构建多元解纷平台。针对矛盾
纠纷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专业性的新特点，沁源县综治中心因
地制宜，在教育、物业、文化旅游、劳动关系、道路交通事故、婚姻家
庭、邻里关系、企业及其他等十大行业领域和 44 家职能单位进驻
综治中心，开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平台建设，建立“线上与线下、服
务与解纷、调解与诉讼”有机融合、无缝衔接的具有沁源特色的“一
站式”多元解纷平台。与此同时，制定流程机制，通过实施接待、受
理、交办、办理、协调、回访、督办和销号的“八步走”闭环管理，进行

“一揽子”调处，实现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科学划分网格，配齐数百名网格员。围绕基层治理的难点、痛

点问题，推行“党建+网格化”模式，构建覆盖全面、配置合理、服务
高效的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真正做到“堡垒建在网格、党员沉在
网格、作用发挥在网格”，形成“网格长+网格员”“网格辅助员+微
网格员”网格体系。同时，引导社区楼栋长、老党员、老干部等自治
力量融入网格，党员干部“双报到”下沉网格，民警、法官、检察官等
司法力量进驻网格，志愿者、社会组织等辅助力量深入网格，打造
多元化网格队伍体系，凝聚工作合力。

千名人民调解员，织密基层平安网。积极发挥人民调解维护
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独特作用，通过“党员+网格员+人民调
解员+警务助理+法官+‘四员五老’+志愿者+乡贤+N”数千名矛
盾纠纷调解员，从源头上化解纠纷，提升群众满意度。

发放便民卡，心理服务进万家。精心设计“便民服务一卡通”，
将 417 个网格所包联的网格长、网格员、警务助理、法官等服务事
项印制 3 万余张卡片，群众有问题随时“下单”，网格员第一时间

“接单”，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全面提升
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县、乡综治中心设立“心理服务室”，配备专
人负责服务室工作，协调组织心理咨询师开展“进学校、进社区、进
企业、进单位”心理辅导活动；每个社区公示心理咨询师电话，为居
民提供便捷高效的线上咨询预约服务，打通社会心理服务“最后一
公里”。

平顺县创新举措，压实责任，细化任务，整合社会多支队伍力量和
资源优势，构建源头治理、多元共治、和谐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全县调
解成功率、调撤率、群众安全感和政法满意度逐步上升。

高位推动，责任落实到位。县委将践行“枫桥经验”、及时化解邻里
纠纷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县委督查室定期督导任务落实情况，县乡两级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任务，构建党委主导、条块结合、部门协同
的责任体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
谁负责的要求，深入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专项行动，
落实县处级领导轮流接访、包案化解等措施，全面加强重复信访集中治
理，化解信访积案，推动信访事项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妥善解决。

多方联动，分类化解到位。建立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对
各村组、社区、单位进行滚动式地毯式排查，切实把各类矛盾纠纷和苗
头性隐患排查出来，登记建档、分析研判、化解处理。制定实施“一村一
乡贤”方案，吸纳威望较高、熟悉情况、经验丰富的乡贤充实到基层调解
队伍。注重身边榜样的示范、村规民约的约束、行业章程的规范、生活
礼俗的教化，着力引导广大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

党建引领，机制保障到位。构建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机制，推行
“1+3+N”模式，以社区党委带头，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企业为支
撑，社会组织、志愿者、业主等共同参与，形成“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
治理模式。完善网格化服务管理机制，加强综合网格建设，实现“多网
合一”、全域覆盖。优化社区综治中心组织机制，将社区综治中心优化
升级为集风险排查防范、矛盾多元化解、综合网格服务管理、风险研判
和指挥调度等功能为一体的实战工作平台。

村民说事，共建共治到位。组织党员、“两代表一委员”、乡贤、“五
老”、村民代表、“法律明白人”等组成“村民说事会”。推行“说、商、办、
评”四步法，让村民上门说、现场说、定期说，及时厘清群众关切的民生、
发展大事和邻里、家庭纠纷的小事，通过有事敞开说、遇事多协商、大事
齐心办、成效众人评，真正实现“村民的事情自己办、众人的事情商量着
办”。建立完善说事事项、商议情况、承办责任、办理结果、满意评价“五
个清单”，逐一跟踪督办、事后回访，落实闭环运行、销号管理，确保件件
落实、力争事事满意。

武乡县

多元化联合调处 共商共治解难题

沁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过程导
向，形成工作闭环，注重“查”“解”“效”协调联动，推动
矛盾纠纷化解高质高效、走深走实。

以“查”为先，全面排查做到底清数明。县综治中
心以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为发力点，把排查范围限定在
网格，将排查事项落实到事到人，县乡两级每周召开
会议安排部署工作，听取工作汇报，集中精力研究解
决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县公安、自然资源、住建等部
门发挥各自职能优势，进行专业性排查，各乡镇各村
结合各自的民风、资源、产业等实际情况，开展常态化
访查。搭建矛盾纠纷调解平台，为“定纷止争”打牢基

础。在镇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群众事项分流转办服务
台，机关干部轮流坐班接待办事群众，做到办理业务引
导到业务区、群众来访分流到信访接待办、群众纠纷接
引到人民调解室，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关口把控、
前端化解。

以“解”为要，多元化解提升解纷质效。对于简单
的矛盾纠纷，由村两委干部、网格员就地调解，通过与
群众“拉家常”等交流方式耐心劝导，减少摩擦和纠
纷。对于土地纠纷、资金纠纷需要专业部门介入的复
杂问题，镇级层面组织包片包村干部、分管领导、各办
有关人员，组成调解小组，凝聚工作合力，全面细致处

理化解矛盾纠纷。统筹县乡两级综治中心、县信访接
待中心、多元解纷中心融合建设，打造职责分工明确、
问题高效办理的社会治理中心，搭建系统化处理时间
跨度长、涉及主体多、风险隐患大的矛盾纠纷平台，统
筹专业部门、专业队伍、专业力量，聚焦矛盾纠纷各环
节、各步骤，精准施策、系统处理，确保实效。

以“效”为重，跟踪问效确保化解实效。针对排查
的各类矛盾纠纷隐患，清单式列出，明确矛盾纠纷的类
别、简要事例、涉及层级、责任人员、办结时限等，将矛
盾纠纷具体情况和内容反映在纸面上。坚持项目化运
作的思路，将矛盾纠纷调解与推动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使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可定义、可量化、可操作、可考
核、可追究”。对于调解难度大、有典型性且已经成功
完成、解决的矛盾纠纷，从情况简介、做法成效、经验启
示三个方面形成矛盾纠纷调解案例，编辑成册，形成范
本，有效推动成果转化，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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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创新推进 焕发治理新活力

“一张网”织密服务 兜住民生大小事

长子县

多维度精准发力 提升治理新效能

沁源县

“十百千万”聚合力 矛调服务“零距离”

沁 县

“查解效”协调联动 构建解纷新格局

政法综治 3

法庭进乡村
聚力解纠纷

服务零距离

宣传送上门

调解促和谐

队伍素质强

平顺县

潞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