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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蒲晓磊

  8月30日至9月1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在京举行，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协商议政。

  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打

好维护国家安全主动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保经济更安全”“深

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确保生态更安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确保科技支撑更有力、人民生命更安全”“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确保社会更安全”等专题进行讨论。

  多位全国政协常委在发言时提出，要深入把握新时代平安中国

建设的新要求，把握理念思路、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以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些常委在发言时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必须全面贯

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沈德咏常委建议，要树立系统思维，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

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立“大平安”理念，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

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树立辩证思维，正确处理

防范与治理的关系。实现平安，要在治理，重在预防。

  “要树立底线思维，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发展只有建立

在安全的基点上，才能实现健康平稳和可持续的发展。以今年以来严

重的洪涝灾害防治为例，遇到极端天气，是积极抗灾抢险、保护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重要，还是维持‘表面’的正常运转重要？这就要求贯彻

底线思维，迅速及时决策，危急关头必须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沈德

咏说。

  张守志常委代表民革中央作“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发言时提出，当前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复

杂变化，对标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目标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更高期盼，还应进一步发挥法治稳预期、固根本、利长远的

优势，坚持以法治思维谋划平安建设，以法治方式解决矛盾问题，以

法治手段保障和谐稳定。

  张守志说，要以良法促善治，加强平安中国建设领域立法工作。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相关领域法律、条例、规章和各类规范性

文件的制定、修改和相互协调，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筑牢法律

基础。尽快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制定涉及社会安全、人口服务管理

等的法律法规。针对金融、科技等要素市场，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各类

突发事件、气候变化、极端灾害等情况，及时补齐各项立法短板。研究

制定行政程序法等程序性法律法规并强化实施。鼓励地方用好立

法权。

推进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在过去3年里，雷霆万钧的“扫黑风暴”席卷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预期目标。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对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作出安排部署。

  孙谦常委说，《意见》的印发，意味着扫黑除恶斗争踏上新的赶考之

路，这对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孙谦建议，在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要更加注重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政法机关要忠实履行职责，提高及时发现和追诉黑恶犯罪的能

力。要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也不放过，不属于黑恶犯罪一个也不凑数”的原则，执法司法要做

到“既无不及，又无过度”。要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对首犯要依法从严；对一般成员、胁从犯罪者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在坚决依法打击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现象的同时，要严格区分违

法与犯罪、黑恶犯罪与普通犯罪、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合法融资与非法集资等的界限，依法保

护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张守志建议，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保驾护航。依法严惩各类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大对涉及国家秘密、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等的

司法保护力度，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要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

  一些常委在发言时指出，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食品药品违法等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的行为，要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震慑不法行为。

  从“猜猜我是谁”到“我是你领导”，从“航班信息变更”到“银行卡透支”，不断翻新的电信网

络诈骗招数，让公众一不留神就可能踏入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仅2020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涉及财产损失就高达353.7亿元。

  李少平常委指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及电子通信产品被广泛使用。在享受高科

技带来便利的同时，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呈高发态势。在持续打击整治高压下，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手段更趋隐蔽，花样日益翻新，打击治理工作面临一些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

题，包括源头治理难、认定难、追赃难、侦查取证难等。对此，要通过强化源头治理、完善法律规定、

严惩此类犯罪、依法管控预防、加强法治宣传等方式，依法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

  李少平建议，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前提下，抓紧研究建立科学、成熟、完备的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理论体系。可以就电信网络犯罪进行专门立法，集中规定涉及此类犯罪的实体性和程序

性内容。建议在刑法中增设组织、领导、参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罪，并规定对组织、领导、参

加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从重处罚。

  马正其常委指出，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坚决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还存在短板弱项。对此，建议通过完善食品药品监管法

规、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基础建设、落实主体责任、加大执法力度、加大社会舆论监督力度等方

式，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确保食药安全。

  马正其建议，严惩重罚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重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违法问题大力整治。对严重违法行为，行政执法部门要会同公、检、

法、司等部门，强化行刑衔接，加大联合办案力度，运用巨额赔偿、终身禁业、追究个人刑责等严

惩重罚以儆效尤。

本报北京9月1日讯  

□ 新华社记者 林晖 孙少龙

　　“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代，是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须练好内功、提升修

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注重实际、实

事求是，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坚持原则、敢

于斗争，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

强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

梁之才，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和重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学员中引发热

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性

修养，砥砺政治品格，锤炼过硬本领，以忠诚

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自觉担负起党和人民

赋予的时代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对

年轻干部的关怀与期望，这是激励，更是鞭

策。”一位来自中央企业的学员说，“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理想信念坚定和对

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作为年轻干部，做到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就要自觉执行组织决

定，服从组织安排，不能只愿意待在条件优

越的大城市，不愿意到艰苦地区去，而是要

坚定‘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的信

念，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

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做到实事

求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年轻干部要眼睛向

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让

我感触很深。”一位来自云南的学员表示，自

己所任职的县虽然已经脱贫，但脱贫摘帽不

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他将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亲力亲为、深入基

层，以调查研究为抓手，既“身入”基层，更

“心到”基层，在深入调研中找到解决问题的

办法，努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

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

　　一位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的学员说，勇于

担当，才能有所作为。自己所在的科技领域

正处在当今世界各国竞争的最前沿，稍有迟

疑就会落于人后，只有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敢挑重担子、敢啃硬骨头，把具体的工作做

实做细，才能提升能力、增强本领、有所作

为，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业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

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

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教育我们，

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

一位来自山东的学员说，大是大非面前要

讲原则，小事小节中也有讲原则的问题，特

别是在基层工作中，面临所谓“人情社会”

的压力，要时刻不忘习近平总书记“一心为

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要求，讲原则不

讲面子、讲党性不徇私情，做忠诚、干净、担

当的人民公仆。

　　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

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

条成功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处在前所未有

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

果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

事，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一位来自中央媒体

的学员说，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克服“本领恐

慌”，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结合

工作需要学习，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

补什么，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

系，练好内功、增强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

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曹剑杰

　　1981年11月16日，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

女排世界杯比赛中，中国女排以七战全胜

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冠军，以此为起点，开

启前无古人的“五连冠”伟业。

　　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女排姑娘们的顽强

拼搏精神极大鼓舞着全国人民；“学习女排，

振兴中华”，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印记。

　　2019年9月，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

十三届女排世界杯比赛中以全胜战绩卫

冕，第十次荣膺世界排球“三大赛”冠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载誉回国的女排代表

时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

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

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女排精神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

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 为

中华崛起而拼搏

　　始建于1972年的福建漳州体育训练基

地，是中国女排最早的集训基地，见证了中

国女排赢得“五连冠”的感人历程。

　　已年近九旬的漳州女排训练基地原主任

钟家琪回忆说，当时突击建造的竹棚馆地面

是三合土的，摔上去沙砾会夹在肉里，队员练

完后要到医务室洗一洗，把沙子夹出来。

　　40多年前的竹棚馆早已不在，但老一

辈排球人都记得墙上张贴的口号：“滚上一

身泥，磨去几层皮，不怕千般苦，苦练技战

术，立志攀高峰。”

　　1976年，新一届女排国家队重新组建，

袁伟民出任主教练，他精挑细选的队员们，

都在竹棚馆里摸爬滚打过，都在这里接受

过一轮轮“魔鬼特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81年11月，日本大阪，中国女排夺得

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冠军。

　　1982年9月，秘鲁利马，中国女排夺得第

九届女排世界锦标赛冠军。

　　1984年8月，美国洛杉矶，中国女排夺得

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女排冠军。

　　1985年11月，日本东京，中国女排夺得

第四届女排世界杯冠军。

　　1986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中国

女排夺得第十届女排世界锦标赛冠军。

　　史无前例的“五连冠”，向全世界展示了

团结拼搏、锐意进取的中国国家形象，空前激

发了中华儿女的自豪感，极大鼓舞着全国人

民团结一心、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为庆贺

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人民日报》用

整个头版进行报道，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

学习女排，振兴中华。那个时期，万人空巷看

女排成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女排姑娘们成

为时代偶像，各行各业掀起了向女排学习的

热潮，“女排精神”应运而生。

　　老女排队长孙晋芳回顾女排奋斗历程

时表示，引导更多年轻人敢于担当的责任

感，为祖国尽一份力，就是对女排精神最好

的传承。

  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中

国人的精神追寻

　　距离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已

经过去近40年，教练、队员换了一茬又一

茬，其间女排成绩有起有落，甚至经历了较

长时间的低谷，然而，全国人民始终关注、

热爱、支持中国女排，因为团结、拼搏、奋进

的精神始终延续在一代代中国女排身上。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力量，在2004年雅典

奥运会决赛中，中国女排在0：2落后的绝境

下，上演惊天大逆转；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

上，中国女排姑娘们愈挫愈勇，绝地反击斩

获金牌。

　　弥足珍贵的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

畴，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追寻。

　　2020年3月，驰援武汉的一位“90后”女

护士，在微博上晒出自己身穿画着女排姑

娘朱婷漫画形象、写有“朱婷时代，与有荣

焉”字样防护服的图片，引来网友点赞。她

说：“在任何时候，想到朱婷和中国女排，对

战胜困难就更有信心。”

　　钟家琪退休后，经常到漳州基地的中

国女排腾飞纪念馆做义务讲解员。他说：

“女排精神曾经鼓舞一代又一代人振兴中

华的雄心，我们各行各业都需要这种不怕

苦、不怕累、不畏困难、不畏强敌的精神，希

望这种精神在女排身上一代一代传下去。”

  自信自强、愈挫愈勇——— 女

排精神历久弥新

　　随着时代向前发展，女排精神内涵在

不断丰富。

　　40年前，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需要用

冠军、奖牌向世界证明自己，今天的中国已

经跨过那个历史阶段。当代中国人以更自

信、更开放的大国心态面向世界，中国女排

呈现出新的时代精神与风采：自信自强的

姿态与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

不言败的精神面貌。

　　“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

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然走

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

旧眼中坚定。”两年前，中国女排又一次赢

得世界杯冠军、享受巨大荣光时，主教练郎

平这样说。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

排遭遇重挫，没能小组出线，卫冕失败。

　　回国后，中国女排姑娘们表示，团结协

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是队伍取得佳绩

的法宝，也是队伍遭遇挫折时的精神指引。

她们将继续发扬女排精神，携手奋进。

　　女排姑娘没有气馁，抖擞精神再出发；

女排球迷没有泄气，一如既往喊加油。

　　40年来，中国女排最宝贵之处，在于她

们以坚定强大的内心、砥砺进取的意志、从

头再来的无畏，让“失败”成为下一次成功

的“基石”。

　　中国女排的时代精神和风貌，感动着

新一代中国青年。

　　苏州17岁女孩顾夏婷自小遭遇家庭变

故，性格内向的她在初中时喜欢上了打排

球，并成为中国女排的球迷。她说：“女排在

场上会遇到挫折、低谷，她们都坚持下来

了，我觉得我也可以，女排精神感染了我。”

　　历久弥新的女排精神，成为中华民族

宝贵精神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新征程中，大力弘扬女排精神，将激励全

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不畏困难、不惧挑

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力拼搏。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为 祖 国 拼 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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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学员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

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

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

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干部是不是

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

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

事、求实效。年轻干部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

事，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

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敢于坚持真

理，善于独立思考，坚持求真务实。

　　习近平强调，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

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

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

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

要担当作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

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做事总是

有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凡

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

　　习近平指出，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

重要品格，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

要标准。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

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

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

自己，坏的是风气、是事业。共产党人讲党

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决

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

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大是大非面前要

讲原则，小事小节中也有讲原则的问题。党

的干部都要有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

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性不徇私情。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

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

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

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

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

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

　　习近平指出，讲规矩、守底线，首先要

有敬畏心。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

所止。干部一定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严以修身，才

能严以律己。一个干部只有把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拧紧了，把思想觉悟、

精神境界提高了，才能从不敢腐到不想腐。

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

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

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

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

　　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

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果知

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事。

年轻干部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能力

强，正处在长本事、长才干的大好时期，一

定要珍惜光阴、不负韶华，如饥似渴学习，

一刻不停提高。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

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

养。要结合工作需要学习，做到干什么学什

么、缺什么补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

习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管理、生

态、国际等各方面基础性知识，学习同做好

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完善

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指出，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

才。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是领导干部成长

成才的必由之路。同样是实践，是不是真正

上心用心，是不是善于总结思考，收获大

小、提高快慢是不一样的。如果忙忙碌碌，

只是机械做事，陷入事务主义，是很难提高

认识和工作水平的。

　　陈希主持开班式，表示年轻干部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密结合思想和

工作实际，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砥

砺政治品格，锤炼过硬本领，以忠诚干净担

当的实际行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丁薛祥、黄坤明出席开班式。

　　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参加开班式，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为进一步普及消防知识，扩大消防宣传覆盖面，全面增强农村扑救初期火灾处置能力，近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博湖县大队深入辖区开展消防安全

知识和灭火器材“进万家”活动。图为消防员向村民详细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伏少华 摄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你告他拖欠建材费，证据是有些瑕疵

的，耗时间不说，也伤了你们的友情。”

  “虽然证据有瑕疵，但你欠人家钱是事

实，应该算清楚还给人家，做生意不能丢了

诚信。”

  在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孤堆乡杨岗

村村委会，“老支书”调解队队员汤本修和

杨修好找来村民吴某、汤某，就两人之间的

买卖合同纠纷进行调解。面对长辈们苦口

婆心的劝说，吴某和汤某很快达成调解协

议，当场结清了欠款。对“老支书”调解队的

高效率，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杨公法

庭庭长丁婕连连称赞。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杨岗村现有

户籍人口1200多人，大多数村民之间都存在

亲戚关系。2016年，曾经的村党支部书记汤

本修、村委会会计杨修好、范新伯等7名老

人牵头，成立杨岗村老年协会，成员最小的

66岁、最大的82岁，负责组织村里老人开展

各类文体活动。

  “杨、汤、夏属于村里的大姓，老年协会

的人辈分大、有威望，哪家发生邻里纠纷、

家庭矛盾，都习惯找他们调解，他们的话村

民们听得进去。”村委会主任夏良兵说。

  2017年5月，谢家集区法院法官联系

点在杨岗村挂牌。谢家集区法院邀请老年

协会的7名成员共同组成“老支书”调解

队，他们作为法院的特邀调解员，成为多

元解纷机制的组成部分、诉源治理向乡村

延伸的重要抓手。在法院的指导下，“老支

书”们 参 与 到 矛 盾 纠 纷 预 防 和 化 解 工

作中。

  “这一溜杨树就栽在我家门口，以后越

长越大不得把门掀了。”今年6月，村里的一

位老人找到村委会抱怨邻居乱栽树的问

题。到老人家实地查看后，汤本修发现杨树

苗与老人家房屋的距离不到1.5米。

  于是，汤本修等人联系对方进行劝解，

告知其老人屋后的土地属于集体，不能随

意种树。对方认识到自己理亏，没过多久，

老人家高兴地给村委会打来电话说，“杨树

苗已经被移走了”。

  不仅矛盾要就地化解，“矛头”也要就

地预防。

  杨岗村60岁以上的村民每月会定期

“聚餐”。“老支书”调解队把“老年餐桌”升

级为“和谐餐桌”，趁着吃饭时人都聚齐的

机会，了解各家最近有无发生闹心事、烦心

事，把问题“放桌上”。调解队还“承包”了村

口的宣传栏，绘制与法律政策相关的手抄

报，开展接地气的法治宣传教育。杨公法庭

的法官也经常深入杨岗村与“老支书”调解

队座谈，组织他们学习法律知识，培训调解

技巧，进一步提高依法处理矛盾纠纷的

能力。

  “根据与杨岗村两委达成的工作机制，

法庭受理与杨岗村有关的案件时，会先转

交‘老支书’调解队进行诉前调解，由村两

委协助，法庭提供法律指导和支持。”丁婕

说，调解成功的案件，法庭会进行司法确认

或者出具调解书；调解不成的，再进入诉讼

程序。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矛盾纠纷化解的

新路径，将德治、自治、法治相融合，提高多

元解纷效率，提升村民对公平正义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谢家集区法院院长李旭东告

诉记者。

“老支书”调解队专解村里烦心事
安徽淮南谢家集法院深化多元解纷助力乡村治理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