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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光明 范天娇

□ 本报实习生 汪  涛

　　安徽省淮北市博庄社区的博先生长

期在外务工，难得回一次家却惊讶地发

现，自家的几棵树因城市开发被人连根

拔起。

　　“找项目方理论未果，听说‘百姓说事

点’有人管事，就去求助试试。”博先生感

慨地说，很快，说事点的调解员就组织双

方进行调解，帮他拿到了树木赔偿款，讨

回了说法。

　　如今，小小的“百姓说事点”已经在淮

北全面推开建设，不仅延伸了基层社会治

理的“神经末梢”，还为平安建设注入了新

活力。

　　近年来，安徽政法系统坚决贯彻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要求，强化责任担

当，忠诚履行使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政

法工作。安徽已经连续9年稳居全国平安

建设先进行列，用铿锵有力的法治脚步，

走 出 了 建 设 更 高 水 平 平 安 安 徽 的 新

路径。

科技创新为打防犯罪“增智”

　　“有人刚刚拿刀闯进我家，强迫我转

了5000元钱。”一通急促的报警电话呼入泾

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报警人张某惊魂

未定地向接警员说起被劫遭遇。这边话音

刚落，指挥中心大厅的屏幕上就回传来派

出所出警画面。

　　接警员通过数据分析研判，锁定了嫌

疑人的身份，并分析出嫌疑人可能逃窜的

路线。办案民警接收到这些信息，在案发4

小时后，成功抓获嫌疑人潘某。

　　“每天我们会收到200余条报警信息，

以前只能被动接警、分派指令、等待反馈，

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个信息‘二传手’。”泾

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李向东说。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泾县公安局建立

了警务数据中心，通过大数据感知、智能

化应用等技术，将数据应用在案件预警、

处置、侦破的全过程，并打造了情指勤一

体化的指挥调度机制，实现快速接警、快

速派警、快速响应、快速处置。截至2020年

底，泾县公安接处警回访满意率由95%提

升至99.8%。

　　科技之力，正驱动着政法工作创新发

展。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搭建了“智慧检务

民事诉讼监督”平台，构建民事检察大数

据中心及成案思路模型，实现了在“云端”

检索相关案件卷宗，深挖案件线索。

　　如今，安徽平安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

融合程度越来越深，智慧法院、智慧检务、

智慧公安、智慧司法行政等建设的科技含

量不断提升，打造出具有安徽特色的“智

慧政法”。

多元化解为矛盾纠纷“解铃”

　　先以茶暖人心，平稳当事人的情绪；

再以茶说人生，淡化当事人的利益观念；

之后以茶找支点，找准调解的事实道理和

法律政策依据……

　　自明代起，濉溪县临涣镇就形成了独

特的茶文化，当地群众喜欢到茶室里喝茶

评理，沿传至今。这里的调解员由此创制

了“一杯茶调解法”，化解了大量矛盾

纠纷。

　　随着淮北市“百姓说事点”建设的推

进，临涣茶馆被赋予了“一杯茶”“百姓说

事点”的新身份。记者了解到，淮北市司法

局还把“百姓说事点”与司法所“一组一

会”“党群连心站”“党群微家”“党员驿站”

等阵地融合，多选在人员密集的集贸市

场、小卖店、活动站、棋牌室、健身点以及

矛盾纠纷较多的地方，吸纳热心公益事

业、热爱人民调解的人员加入，为居民解

决“疙瘩事”。

　　走向全国的多元改革“马鞍山经验”

也在不断进阶升级。马鞍山法院建立起

“进驻式”“派驻式”“桥梁式”等多样共存、

互为补充的诉调对接体系，邀请调解组织

和调解员进驻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就地化

解案件量适中、类型相对集中的矛盾纠

纷。对于纠纷量大且相对集中的物业、医

疗等领域纠纷，将诉调对接平台建至相关

调解组织和县级调处中心，与“三大调解”

联勤联动。对分散或无需集中处理的纠纷

领域，法院与行政机关和调解组织建立了

对接机制，并制定出台规范性制度文件，

通过委托（委派）调解方式实现诉调对接，

打通了多元化解的对接渠道，让矛盾纠纷

解决跑出“加速度”。

　　以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抓

手，具有地方特色的多元解纷新形式、新

机制不断涌现：桐城市“六尺巷调解法”、

黄山市“作退一步想调解法”，将徽文化古

为今用；宿州“乡贤”调解法、淮南“老娘舅

调解法”，在家常中讲明道理；芜湖市“两

代表一委员”工作室、池州市“信访评议

团”，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

萌芽状态。

创新机制为“微治理”提效

　　“小邵，我们家楼上噪音好大，吵着睡

不好觉。”“一下雨家里的墙面就渗水，你

说物业到底管不管？”在安庆市滨江街道

山水云间小区，单元长邵莹是邻里圈中的

“热心肠”，谁家遇上麻烦事，总习惯性地

找到她唠一唠。协调解决各类问题，也成

了她工作生活的常态。

　　邵莹是全市2.8万余名单元长、联防长

中的一员。在城市社区，该市以楼栋为基

本单元，按照不超过50户的原则设置“单

元长”；在农村地区，对难以集中管理的公

路沿线分散住户和国省干道沿线住户，按

照10户一长的方式设置了“联防长”，与

“单元长”职责相似。

　　安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

局局长黄杰说，“两长制”生于“非常之

时”，主要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期间，“两长”就地实现职责转

换，变成“平战结合”的长效机制，主要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重点承担扫黑除恶、信

访维稳、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社会面管控

等方面任务，有效补齐了过去网格长底数

掌握不细、群众参与度不高的短板。

　　在邻市铜陵，“管家计划”正热火朝天

地持续开展。经过广泛征集社区居民意见

和建议，铜陵市铜官区按照微服务、微管

理、微治理三类编制项目清单，由社区社

会组织或社区认可的服务团队负责实施。

　　3年来，全区通过“管家计划”实施228

个项目，让社区的事大家定、大家管，提升

了基层平安建设协调组织、统筹调动辖区

社会资源的能力。

　　细微之处见真章。安徽政法系统聚

焦社会治理毛细血管中的堵点、难点精

准发力，激活了平安细胞，深化了共治共

享，让基层治理变得更“耳聪目明”，与群

众“十指连心”。

　　图①为泾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

警正在接警。   本报通讯员 王响宁 摄

　　图②为六安市舒城县公安护航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通讯员 王可海 摄

　　图③为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检察官现

场勘测污染水体。 本报通讯员 朱玉胜 摄

　　图④为黄山市宏村派出所民警在景

区帮助游客。   本报通讯员 程大亮 摄

安徽连续9年进入全国平安建设先进行列

迈开法治铿锵脚步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安徽

为乡村振兴注入法治“含金量”

□ 本报记者   李光明 范天娇

□ 本报实习生 汪  涛

　　5月，插秧季。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民益土地股份合作社刚翻新的水田里，致

富带头人殷玉荣正挽着裤腿，提着塑料

桶，站在淤泥里施肥。

　　“这片水田准备种稻养虾，这样产出

更高！”见到《法治日报》记者前来采访，殷

玉荣放下手头的工作，颇有成就感地介绍

起她的“新规划”。

　　40多年前，安徽小岗村的18名农民在

分田到户的保证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

了农村改革的大幕。40多年来，自强不息

的“小岗人”没有停下前进脚步，集体资产

股份合作制改革、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改

革等13项改革如今正在扎实推进。

　　殷玉荣瞅准了发展的好势头，成立合

作社，带动村里43户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

股，一起谋发展。但真到了合作社运营，不

可避免地遇上了合同文书怎么起草、发生

纠纷如何解决等问题。

　　不过，殷玉荣没有犯难多久。

　　作为安徽省司法厅派驻小岗村的志

愿律师，周光成了解情况后，主动联系殷

玉荣，帮助她和参与合作社的村民顺利签

订了土地流转合同，还带来了开办合作社

全套的法律指导、全程法律咨询服务。

　　除了解决眼下的困难，周光成筹谋更

远，经过多方协作，为小岗村的相关标识获

得了知识产权和地理标识保护。小岗村出产

的农副产品可以贴上属于自己的标识。

　　如今走进小岗村，处处能感受到浓厚

的法治氛围。村综治中心，覆盖了矛盾调

处、治安研判、心理咨询等功能；全国唯一

以村级命名的小岗人民法庭，常态化开展

巡 回 审 判、案 件 调 解、普 法 教 育 等 活

动……这些既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安全感，

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法治“含金量”。

　　“在法治护航下，‘小岗村’农副产品

已经名声在外，出产的稻米和小龙虾一定

可以卖上好价钱！”殷玉容脸上洋溢着笑

容，满怀期待。

□ 本报记者   李光明

              范天娇

□ 本报实习生 汪  涛

　　立案一庭负责诉前分流调

解，立案二庭负责简案快审，专业

化审判庭负责繁案精审……随着

安徽蚌埠法院分调裁审机制改革

的推进，少数法官解决了多数简

单案件，多数法官办理了少数复

杂案件，两级法院结案率84.78%，

基准线完成情况居安徽省第一。

　　面对案件持续增长形势，安徽

法院的办案效率却持续提升。去

年，结案率居全国第二位；一审服

判息诉率89.75%，生效裁判服判息

诉率98.18%，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省法院紧紧围绕执法办

案质效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前列目

标，以均衡结案管理为主线，优化

工作机制，全力服务保障执法办

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章来说。

　　据介绍，安徽法院创新“三三

五五”均衡结案体系，将均衡结案情况作为各

市法院案件质效评估的重要内容，推动均衡

结案有序化、长效化、制度化。

　　在诉讼服务中心覆盖率100%的基础上，

安徽法院整合多元解纷、分调裁审、立案服

务、审判辅助、涉诉信访五大板块，一站式办

理近50项诉讼服务事项。截至2020年底，全省

法院诉讼服务质效评估总分居全国第二位，

安徽高院居全国高院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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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光明

              范天娇

□ 本报实习生 汪  涛

　　“现在开始公开听证，请当事

人陈述……”近日，安徽省白湖人

民检察院邀请律师、人大代表及

人民调解员，对服刑人员张某、任

某 的 假 释 事 项 开 展 远 程 公 开

听证。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该省已经实现省市县

三级检察机关“四大检察”“十大

业务”的公开听证全覆盖，并推进

制定案件公开审查工作规定，建

立专业化、高素质的听证员库。

　　“出圈”的不止公开听证。安

徽检察机关深入推动认罪认罚适

用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的经验也

在全国叫响。通过采取智能化办

案辅助、检察官联席会议等方式，

提高量刑建议精准度，探索开展

“防懈怠、防违规、防造假、防围

猎”的“四防”教育，教育引导广大

检察干警既严格依法办事，又严守廉洁底

线，确保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处理。

　　在全国率先实现试点领域、试点地区、

案件类型“三个全覆盖”的基础上，安徽检察

公益诉讼工作持续不断向前推进。安徽检察

机关积极争取地方立法支持，强化“等”外案

件办理制度机制建设，办理了一批有影响的

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 本报记者   李光明 范天娇

□ 本报实习生 汪  涛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司法厅了解到，5年

来，安徽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不断开拓创新，

扎实开展工作，司法行政事业取得一系列新

成效，实现一连串新发展。

　　在服务大局方面，“十三五”时期，全省累

计办理律师案件92.9万件，法律援助案件41.3

万件，累计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达9亿多

元，省市县三级政府法律顾问实现全覆盖，全

省17542个村（社区）实现村居法律顾问、法律

服务微信群全覆盖。

　　在深化改革方面，发布全国首个司法行政

改革白皮书，律师专业水平评价等3项改革试

点全面推开，五大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进展

有序，减刑假释网上办理经验在全国推广。

　　在维护稳定方面，监狱五大改造成为全

国示范，戒毒基本模式成为全国标杆，监狱场

所连续16年实现“四无”目标，戒毒场所实现

13年安全稳定目标，创新构建“1334”社区矫

正工作新格局，基本形成“1+4+N”大调解工

作格局，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27.3万件。

　　安徽省司法厅厅长姜明说，在“十四五”

开局之年，安徽省司法行政系统将着力打造

“铸魂、聚合、护航、固安、赋能、淬警”六大工

程，奋力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和司法行政工作

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安徽司法行政取得
高质量发展新成就

□ 本报记者   李光明 范天娇

□ 本报实习生 汪  涛

　　近年来，安徽公安机关按照“稳中求进、

实干实效、确保稳定、服务大局”的工作思路

和打造忠诚、为民、法治、创新、效能“五大公

安”的工作布局，强力推动实现把安徽建设成

为全国最和谐稳定的省份之一和安徽公安主

要业务工作进入全国先进行列“两个目标”，

全省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满意度实

现党的十八大以来连年“双提升”。

　　坚持政治建警，打造“忠诚公安”。建立并

落实厅党委会“第一议题”制度，深化理论武

装、把牢政治方向。

　　坚持人民至上，打造“为民公安”。探索建

立“领导领办”“一主多分”“一全三必”等机

制，扫黑除恶绩效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坚持公平正义，打造“法治公安”。健全完

善“皖警法智11624”执法监督管理体系，严肃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坚持改革创新，打造“创新公安”。以“智

慧皖警”大数据实战应用体系建设为龙头，推

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公安工作深

度融合。

　　坚持严管厚爱，打造“效能公安”。党的十

八大以来，2099个集体、12171名民警光荣立

功，是安徽公安史上民警获得荣誉等级最高、

功模数量最多的时期。

锻造“五大公安”
建设和谐稳定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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