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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姜东良 梁平妮 通讯员王文涛 今年5月以

来，山东省安丘市统筹全市政法力量开展“政法干警包村（社区）”

活动，最大限度把政法服务延伸至基层一线。

　　据了解，该市成立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市政府副市长、

公安局长任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制发活动实施方案，按照1名干

警包联1至2个行政村、多名干警包联1个城市社区的形式，选派637

名干警全覆盖包联全市864个行政村和34个城市社区，明确包联承

担的矛盾风险排查、社情民意收集、法治政策宣传等职责任务，定

村定人定责，推动工作落实。

　　为压紧责任抓落实，该市建立定期走访机制，包村（社区）干警

每月至少开展1次实地走访，日常保持电话沟通、微信群联络等。

　　此外，该市把干警包村(社区)活动与“助企安商”、“百万警进

千万家”、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等工作紧密结合，推动包村

（社区)干警主动对接村（社区）干部、网格员，深入摸排基层矛盾风

险，广泛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群众法律

意识。活动开展以来，已发放普法宣传页2万余册，为群众解答法律

咨询600余人次，累计摸排并跟踪处置各类矛盾纠纷578起，其中家

庭邻里、婚恋情感等“隐性”矛盾83起，努力把各类矛盾风险解决在

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安丘市开展“政法干警包村（社区）”活动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陆吉飞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立

足街道社会治理中心，以综合指挥室为“大

脑”，统筹基层治理、综合执法、110接警、12345

热线、应急联动等资源平台，深化“一脑统筹、

多元联动”工作模式，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

先办”延伸。该机制运行以来，24小时内办结率

同比提升17.8%，3天内办结率达100%，群众满意

率达99.87%。

　　近年来，武康街道社会治理中心持续迭代

升级，建立了“街道主抓、部门主责、联勤共治”

指挥运行机制，有序推动各类事项在基层智治

综合应用平台内分流指派和实施处置，确保全

流程闭环管理。街道、派出所、综合执法队共同

选派4名工作人员入驻社会治理中心，在综合指

挥室统一管理下负责指挥调度工作。

　　“我们将对接到的纠纷、求助、城市管理、应

急联动等4大类38小类事项分门别类，通过基层

智治综合应用平台分流到村社、各职能站所、科

室办理，并通过基层智治平台结案反馈。”武康

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主任章恒说。

　　同时，设置“一站式”服务窗口及综合受理

区、多元调处区、法律服务区、心理服务区等4个

功能区，实施“统一登记受理、当场分类转办、现

场接访调处、主动代理催办、跟踪落实督办”，实

现“单部门被动受理”向“多部门主动办理”转

变。今年以来，受理各类事件261起，服务群众317

人次。

　　“未诉先办机制由村（社）主动发现问题，通

过‘掌上基层’App上报基层自治平台，街道指挥

室按照责任主体派发并落实督办，从而建立村

（社）‘吹哨’、科室站所‘报到’的工作机制，有效

破解了村（社）在解决问题时面临的资源不够、

力量不足等难题。”武康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叶敏华介绍说。

　　前不久，千秋社区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

现，居民黄大爷在车库里饲养兔子，产生的臭

味和引来的蚊虫给周边住户的生活造成了很

大影响。工作人员通过“掌上基层”App上报

后，街道迅速启动未诉先办机制，有关部门进

行现场普法，并按规定下发了《限期改正通知

书》。黄大爷彻底清理了车库，并承诺不会再养

兔子。

　　武康街道积极推动“闻风而动、接诉即办”

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延伸，鼓励村（社）发现

纠纷苗头第一时间“吹哨”、街道第一时间响应。

今年5月以来，收到主动上报事件371件，网格前

端发现问题同比增长67%。坚持把同类纠纷化解

处置上升为共性问题整改整治，创新推出“类案

同裁、类病同治”方案，有效减少重复投诉、类似

投诉。针对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数

量、类型、时间等不同维度统筹做好数据动态分

析、辅助决策，及时反映辖区群众意见、建议。当

天事件化解率保持在97%左右，未化解事项明确

专人负责，实行一周一研判。

　　“私营城万马路有一起租房纠纷，请立即前

往处置。”下午3点左右，指挥室接到县110平台指

挥中心消息后，立即向“24小时民生服务队”派

单，武康派出所辅警夏建平随即赶往现场调解，

一起小纠纷被快速圆满化解。

　　据悉，武康街道在全市率先组建了一支16

人的现场处置队伍，增配应急保障车辆两辆，分

成4组全天早中晚三班24小时运行，实现“1分钟

内快速响应、3分钟内派单联系、8分钟内出勤、

简单纠纷30分钟内处置办结”。处置过程中，综

合指挥室通过视频实时掌握现场态势，分类设

置办理时限，对于一时无法处理到位的，跟踪督

促并及时更新处置进度。整合调解力量，建立15

支基层调解队伍，推出“四季祥和”“姚叔”等品

牌调解工作室，配备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力

量，多元一体调处解纷974起。此外，编撰全县首

个《民生诉求处置指引》，理清权责关系，提高工

作效能。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近年来，湖南省永顺县芙蓉镇人民法庭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1+5+N”工作机制，推

行“123”工作模式，依托特邀调解员工作室和人大

代表联络站两大阵地，深度整合各方力量，奏响了

矛盾纠纷化解“大合唱”，打造了多元解纷的“芙蓉

样本”。

　　芙蓉法庭位于湘西四大名镇之一的芙蓉镇，

该镇被誉为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系国家4A级

旅游景区。为快速化解涉旅纠纷，法庭成立景区

调解室就地化解涉旅纠纷。近3年来，诉前指导或

直接参与化解矛盾纠纷305起，没有一起涉旅纠纷

诉至法庭。

　　“1+5+N”中的“1”代表景区调解室负责人，“5”

代表市监所、派出所、司法所、特邀调解员、法庭，

“N”是指消协、旅游纠纷调解委员会等行业性调解

组织，通过“1+5+N”工作机制，把各部门凝聚成一个

合力进行联合调解。

　　在芙蓉镇河畔社区，强冻雨灾害导致社区管理

的停车场车棚垮塌，28辆汽车受损。“当时现场已经

聚集不少车主，眼看着爱车被车棚挤压，车主们情

绪都很激动，纷纷表示要讨个说法。”芙蓉法庭庭长

李石蕴回忆说，当天清早接到电话后，他们立马组

织景区调解室和社区工作人员前往现场。他们一边

安抚车主，一边对当前灾害进行快速救援。经过共

同努力，当天所有被压车辆全部撤出。随后，通过交

调委协调保险公司，对所有车辆进行快速定损并及

时组织调解。

　　芙蓉法庭管辖二镇一乡，共44个行政村，法

庭接触的矛盾纠纷数量多、类型广，矛盾更具复

杂性。为此，芙蓉法庭在河畔社区成立“和合调

解室”，由社区书记牵头负责，联络人大代表、民

警、司法员、特邀调解员、法官组成矛盾纠纷联

合调处小组，第一时间对社区的矛盾纠纷进行

化解。

　　2024年1月，芙蓉镇河畔社区居民张某某因修整

房屋不当引起房屋倒塌，从而导致邻居汪某某的房

屋受损，经营的客栈被迫停业。事故发生后，汪某某

前往河畔社区“和合调解室”请求调解。调解过程

中，因该起纠纷涉及到大额赔偿，法律关系较为复

杂，和合调解室负责人请求芙蓉法庭进行指导。芙

蓉法庭知悉后，意识到该纠纷如调解不成功，势必

会导致邻里间的矛盾升级，故法庭干警立即赶往调

解室进行联合调解。干警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告知

双方此类纠纷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并劝导双方

当事人互让互谅，最终在当地政府、法庭、调解室等

多方共同调解下，张某某与汪某某达成了调解

协议。

　　“要不是你们帮忙调解，我们公司的上市进程

就有可能受影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今年年初，

湖南某制药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芙蓉法庭的工作人

员一再道谢。

　　“当时，被起诉的制药公司正处于上市关键时

期。”永顺县法院副院长、员额法官向尔全回忆说，

“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对制药公司的上市进程肯定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考虑到这种情况，芙蓉法庭联

合“法治护企”工作室认真梳理该起纠纷争议焦点，

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因原告位于江西，为方便当事人，工作室利用

法庭远程视频设备组织线上调解，经多次协调，最

终双方达成和解，以零成本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该公司上市进程得以顺利推进。

　　今年1月，芙蓉法庭按照“1+5+N”工作机制联合

人大、检察院在芙蓉镇产业园区成立“法治护企”工

作室，由人大代表、法官、检察官、管委会工作人员、

商会代表组成法律服务组，为园区企业提供司法服

务，并联合调处企业发展中产生的矛盾纠纷。目前

工作室已调处劳动合同纠纷98件，农民工工资纠纷

305人次。

　　“案结、事了都是过程，最终目的还是人和，

是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与正义。”永顺县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田丽霞介绍说，如今永顺已建成

23个多元解纷工作站、16个特邀调解组织、12个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委员会，搭建起多元解纷工

作的‘四梁八柱’，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法院主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解纷联动

体系，为精准分流案件、群众表达诉求、开展诉

前调解、进行司法确认，提供一站式实体化的平

台支撑。

湖南永顺县聚力打造多元解纷“芙蓉样本”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苏丽丽 弘震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县城

出发向东南方行驶11.3公里，高约3米

的廷木墩烽火台赫然出现在眼前。

　　9月19日，沿着蜿蜒土路，轮台县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走近廷木

墩烽火台，操控无人机“回头看”烽火

台修复、退耕还“址”情况。

　　“烽火台建设控制地带内30亩土

地已退耕。”办案检察官米尔扎提·玉

素甫江记录着烽火台周边环境整改

信息。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一

批“长城保护公益行动”典型案例，轮

台县检察院“督促保护廷木墩烽火台

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位于轮台县境内的廷木墩烽火台

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址，然

而这座曾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

的烽火台，历经千年风雨侵袭和人为

破坏后，状况一度令人堪忧。

　　2021年5月，轮台县检察院在开展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检察

专项活动”时发现，廷木墩烽火台存在

在文物“两线”(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范围内种植农作物等情形。

　　米尔扎提说，在廷木墩烽火台建设控制地带内种植

棉花，农业灌溉可能影响文物本体安全。

　　“施救”刻不容缓。

　　2021年8月5日，针对烽火台“两线”范围内存在影响

文物安全及其环境的农业生产活动，轮台县检察院向相

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解决廷木墩烽火台建

设控制地带被农田侵占的问题并以点带面开展县域文物

保护现状普查，加大文物保护宣传力度，形成辖区文物保

护常态化工作机制。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文物“两线”范

围内的土地清退工作，协调自然资源部门同步办理案涉

国有土地图斑更改审批手续。

　　随后，相关部门针对廷木墩烽火台个案暴露的“两

线”范围内“一地二用”的突出问题，组织召开全县文物保

护工作会议，与全县40个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签订责

任书，确定各乡镇人民政府文物属地责任。

　　“烽火台周边加筑保护栏，竖立标识牌提示大众文明

观赏保护文物。经过修复、退耕还‘址’后的廷木墩烽火台

焕发着生机。”米尔扎提说，几年来，轮台县检察院持续关

注着廷木墩烽火台修复治理情况，如今的变化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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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通讯员秦晓微 今年以来，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严格履职，推动全面从严

管党治检向纵深发展。启东检察院通过开展典型案事例

通报、集中学习党规党纪等多种形式，提升党员干警遵规

守纪意识，加强对党员干警的党风廉政教育。组织干警参

观“江海清风馆”“廉政书画展”等廉政基地，开展青年干

警职务犯罪庭审观摩活动，切实增强典型案例的警示教

育作用，引导检察干警严明纪律，永葆清廉操守。坚持推

进高质效履职办案，积极组织开展案件检视座谈会，对今

年以来案管评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案件，进行检视剖析。

此外，强化检察干警责任意识，努力为推动启东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黄亮 温敏 “真没想

到，案子都过了十多年，你们公安局和检察院不仅一直记

着，还帮我追回了100多万元，非常感谢你们！”在退赃现

场，被害人施先生十分激动地说。

　　9月5日，江西省泰和县公安局联合泰和县人民检察

院，开展了一场集中退赃仪式。现场将通过办案追回的

580万元赃款，集中发还给11名被害人。同时，被害人代表

将一面印有“锲而不舍攻坚破案，倾心为民追赃挽损”的

锦旗送至执法办案单位，以表达感激之情。

　　2009年至2012年期间，罪犯罗某、王某以做生意需要资

金为由，诈骗11名被害人数千万元，并将钱款用于购买地下

“六合彩”，大量赌资转入了犯罪嫌疑人洪某操作的银行卡。

案发后，泰和县公安局历经12年锲而不舍的追逃工作，终于

将洪某抓获归案。同时与县人民检察院合力开展追赃挽损

工作，在两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犯罪嫌疑人洪某及家属主动

退缴赃款580万元，最大程度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启东检察院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

泰和公安倾心为民追赃挽损

德清县武康街道：

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

　　当前，正是中国三大

名柚——— 梁平柚的采摘

期。近日，重庆市梁平区人

民法院干警走进位于合兴

街道龙滩村的中华·梁平

柚海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为当地群众送上丰富的法

治“大餐”。活动中，干警通

过发放宣传资料、以案释

法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法

律知识，提供涉农法律咨

询，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

身边。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陶开星

韩佳慧 摄

福建柘荣县检察院运用检察建议破解民生难题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林颖 叶威

　　

　　前不久，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人民检察院

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的过程中，发现存在

村医在非执业地点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医

疗机构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

工作等问题。

　　“村级卫生室是守护村民生命安全的‘第一

道防线’，解决这个问题刻不容缓。”柘荣县检察

院第一时间联系到相关行政部门，双方就提出

的建议措施进行多次沟通与研究，以检察建议

的“小切口”，解决群众身边的“大问题”。

　　柘荣县检察院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

关行政部门定期组织乡村医生学习相关法律

法规，对村医的执业地点、诊所工作人员资质

等情况开展全面排查，加强对乡村医生执业行

为的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并

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相应处罚，以

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确保开出“良方”、药到

病除。

　　今年以来，柘荣县检察院聚焦民生热点、焦

点、难点问题，以检察建议为重要抓手，引导检

察人员从“治罪”向“治理”延伸，主动融入基层

社会治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

方”的社会效果。

　　“感谢检察官的帮助，让我们在工地上干活

更有保障了。”近日，在柘荣县务工的张某看到

自己也有了工伤保险，高兴地说道。

　　今年6月，柘荣县检察院在开展全县建设工

程领域“项目参保”情况专项监督行政检察工作

中，发现建设单位在建、预验收阶段等5项建筑

工程未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属于强制参保项目，在建设工程

领域，这是保障职工工伤保险权益和安全生产

的重要措施。”此案的承办检察官介绍说。

　　针对上述现象，柘荣县检察院及时对相关

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行业

主管部门的职责，对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建设工

程项目予以整改，及时补办参加工伤保险手续。

同时，加强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依法排查、督

促未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施工企业，杜绝“未参

保、先开工”甚至“只施工、不参保”现象。

　　“制发检察建议不是检察机关单方面的

‘空想’，要增强检察建议的认可度，更不能只

在内容上下功夫。”柘荣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

　　对涉及单位多、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

大的检察建议，柘荣县检察院着力把沟通过程

转变为职能宣传、相互理解协作的过程，增强被

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的认可度，并通过公开听

证的形式，进一步获得群众的认同，让公平正义

真正触手可及。

　　为进一步巩固检察建议的落实整改成

效，柘荣县检察院运用“检察建议+追踪回访”

的办案模式，定期“回头看”，让检察建议“掷

地有声”。

　　“我们通过精准发力，将检察建议转化为推

动社会治理、保护公共利益、增进民生福祉的实

际行动。每一份建议、每一项整治、每一次回访，

都凝聚着检察干警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和对

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柘荣县检察院有关负责

人说。

□ 本报记者  石 飞

□ 本报通讯员 史燕青 

       段 健

　　近年来，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政法机关

以“普法+解纷+共治”持

续在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

工作上下功夫，着力化解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多措并举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法治动能，赋能“象往之

地”社会治理焕发新活力。

2023年全州矛盾纠纷化解

率保持在98%以上，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达97.73%，

位列全省第二 ，创历史

新高。

　　68岁的赵奶奶来自

辽宁，2023年到西双版纳

旅游后被这座城市吸引，

于今年在景洪市市区购

置房产用于旅居避寒，却

在装修时遇到了困难。她

第一时间想到了此前认

识的景洪市司法局解纷

“智囊团”成员朱秀芬，

便拨通了朱秀芬的电话。

“小朱啊，我家在装修，

现在装窗户时碰到困难

了，施工方说暂时无法安

装，但我还在辽宁，麻烦

你帮我协调一下。”在接

到赵奶奶的求助电话后，

朱秀芬立即联系景洪市

允景洪街道综治中心，综

治中心了解情况后及时

与施工方、门窗商户、赵

奶奶联系进行三方沟通

协 调 ，最 终 顺 利 完 成

安装。

　　“太好了，太好了！感

谢你们！等我回来邀请你

们到家里吃饺子。”赵奶奶

在电话里开心地说。

　　据介绍，朱秀芬曾任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司法

局副局长，退休后以“五

老”身份参与解纷“智囊团”，“五老”调解员们充分发挥

年龄优势，改变了过去有的年轻调解员在化解老年人

矛盾纠纷时因当事人对其不够信任而导致的调解不畅

局面，往往在调解前就能拉近与当事人的心理距离，为

矛盾纠纷化解埋下信任的种子。“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发

现矛盾时认真倾听、接待，化解矛盾纠纷时找准切入点

用心化解，概括起来就是关心、耐心、细心、尽心、暖心

五颗心。”朱秀芬说。

　　“我们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环境美了、围墙拆

了，大家心里的距离也近了。”勐海县勐遮镇曼恩村

委会曼拉村民小组组长岩温龙介绍说，自2022年1月

起，曼拉村实现了矛盾纠纷全面化解在基层，成为无

讼村。曼拉村党支部引导村民制定形成以德治为引

领、法治为根基，涵盖公序良俗、文明建设、遵纪守法

等方面的村规民约，并通过“好公公”“好婆婆”“好儿

媳”等评选促进村民们发挥榜样力量，建设和谐秀美

新农村。

　　距勐海县城64公里的打洛镇龙利村与缅甸接壤，

被誉为“极边第一村”，全村共有59户居民。

　　近年来，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打洛边境派出所

整合力量，于2018年挂牌成立龙利226抵边警务室，采

取“集中+入户”的方式进行防诈、防溺、交通安全等普

法宣传。据了解，自警务室进驻至今，龙利村实现“零警

情、零纠纷、零发案”。

　　近年来，为了能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同

时给当地群众带去更多喜闻乐见的法律产品、传递

更有力量的法治声音，景洪市人民检察院尝试拍摄

普法微视频，并把法庭、听证会搬进直播间，还把真

实发生的案件改编成微电影向各族群众讲解当前社

会热点中涉及的法律问题。3年来，普法直播累计时

长达4230分钟，受众累计超一千万人次；以真实案例

为题材，由检察官亲自演绎、制作各类普法微电影、

微视频66部（个），其中10余部（个）作品获省、州级表

彰。这种贴近群众的普法方式广受好评，检察官玉喃

溜在进村普法时常有群众主动打招呼说“我在直播

里见过你”，直播间里也总是收获很多诸如“好样的”

“你们是景洪的骄傲”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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