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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吕佳慧 乐诗朦
　　
　　春天的普陀山草木茂盛，香火浓郁。慧
济寺旁，一棵树龄超两百载的普陀鹅耳枥原
生母树静静伫立，以“地球独子”的身份，见
证着舟山这座“海天佛国、渔都港城”不断迈
向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之路。
　　二十多年来，舟山市委坚定不移地沿着
平安浙江建设道路砥砺前行，践行新时代
“海上枫桥经验”，打造以“海陆一体、开放融
合、多元共治、科技支撑”为特征的平安建设
品牌，舟山市已连续二十年被省委、省政府
命名为“平安市”，捧得全省首批“二星平安
金鼎”，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蝉联全国
平安综治最高奖项“长安杯”，为现代海洋城
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平安根基。2004年至2024
年，舟山地区生产总值从231.9亿元增加到
2226.2亿元，增长速度为全省第一，平安舟山
建设有力促进了舟山经济社会发展。

一站式全链条

构建海上矛调新模式

　　沿着沈家门港口一路向前，穿过一条弥
漫着淡淡海腥味的马路，舟山海洋渔业大楼
矗立眼前，舟山市普陀区海上融治理中心便
在其中。
　　作为全国最大的渔港和海产品集散地，
舟山市普陀区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每年的劳资纠纷、商渔纠纷不在少数。
　　近期，一起涉及2750万元股权的复杂纠纷

案件就在这里圆满化解。一渔船老板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走进普陀区海上融治理中心，他和
合伙人遇到了股份转让合并问题。该纠纷涉及
四方，均为一艘鱿鱼钓船的实际产权人，船上
还有350吨阿根廷鱿鱼需要处理。受理该纠纷
后，普陀区海上融治理中心邀集纠纷涉及的四
方当事人，调解员采用面对面、背靠背的调解
手段，耐心听取各方意见，逐一解答疑虑，引导
各方理性面对问题，仅用10天就解决股权纠
纷、鱿鱼处理两大难题。
　　针对海上纠纷预警防控难、实时沟通难、
证据固定难等问题，舟山在普陀区试点研发应
用“海上枫桥”矛调“一件事”集成系统，构建起
海上矛盾纠纷一站式、全链条、快通道化解体
系，实现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决所有事”。
　　舟山坚持“调解打头、诉讼断后”和“刑
行共治”，建立舟山政法单位与海事、海洋与
渔业、海警、海事法院等九部门参加的涉海
涉渔案件联调联处机制，实现将海上一般矛
盾化解在苗头、成讼风险解决在庭前。
　　舟山强化涉海纠纷跨区域联调，开辟“海上
纠纷跨区域调解绿色通道”，打通船籍港与靠泊
港部门的沟通联络渠道和矛盾纠纷化解通道，
并与宁波海事法院共建“海上共享法庭”，及时
处理商船与渔船、渔船与渔船的矛盾纠纷。
　　衢山岛内有5家渔业合作社，各类渔船
近千条，渔业从业人员上万人。衢山法庭广
开门路，推动各类诉讼事务就近办、在线办，
2020年以来通过“诉调联盟”累计诉前化解相
关案件200余件，解决争议金额1800万元，为
近160艘渔船顺利实现“减船转产”提供司法

服务和保障，在联系协调、通报预警等方面
形成合力，共同打造海陆联动新“枫景”。

一张网一体化

构建海洋执法新体系

　　蓝海牧场，贻贝透鲜。嵊泗枸杞岛海域
面积达1600平方公里，共有渔船民及养殖户
800余人。为实现海洋生态保护、涉海违法犯
罪打击，2024年初，嵊泗警方在此成立全省第
一个海洋生态联勤警务室。
　　舟山市公安机关已在生态资源丰富、生态
要素复杂、生态问题突出等区域，建成8个海洋
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还迭代生态行刑共治中
心，推动资源规划、生态环境、海洋经济等部门
常态入驻，全面提升生态综合治理能力。
　　舟山积极探索海洋“一支队伍管执法”，
全面梳理渔政、港航、海事等10余家涉海单
位执法事项1600余项，并形成全市海洋执法
“一张清单”，构建起一体化海上行政执法指
挥体系、标准化执法处置链，进一步实现精
准高效指挥，提升执法质效。
　　2024年5月，舟山海事局通过监控查获两
艘游船存在违规供受油行为，立刻将相关线
索通报至行政执法部门、渔政部门和属地海
事处。相关部门随即响应并联动，两船相关
违法行为迅速得到立案调查，进一步维护了
海上交通安全。
　　目前，舟山已将全市渔政、港航、海事等
48艘执法船艇，684名执法人员纳入网格管
理，部门协同响应率提升近50%，应急处置时
长相比2023年缩短近1小时。

　　舟山在全国率先实现海域雷达“一张网”，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智慧化方
式，构建“天罗海网”、海上反走私、基础设施防
护等领域智控系统，应用“智治海安”、海上云
数据库，建立“红、橙、黄”三色预警处置机制，
推动了涉海数据资源融聚共享。

沉浸式融治理

构建共建共享新格局

　　舟山作为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
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融平台、融机制、融
资源、融保障、融民力的“五融”举措，升级海上
“融治理”模式，全力护航现代海洋城市建设。
　　2023年，舟山市整合党建、公安、企业力
量，建成全国首个超大型工地“融警务中
心”，植入“红蓝哨所”“家乡红陪审团”“石榴
籽工作室”，汇聚“铁帽子”“蓝精灵”和商铺
联盟等群众性组织，构建多元治理新模式。
　　岱山鱼山岛面积23平方公里，在岛企业
430余家、务工人员有两万余名，而岛上只有17
名民警，为破解警力有限困局，岱山公安立足
“项目义警”机制，建立“三队六组”为核心的工
作机制，共同守护鱼山岛企业重点项目。
　　舟山积极开展“航行的支部”“海上先锋”
“瀛洲红帆”等争创活动，目前，全市已有各类
“红帆船”707艘，在海上矛盾纠纷化解、安全生
产、抢险救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舟山还成立市、县、乡三级“东海渔嫂”组织，
统筹组建调解员、禁毒员、反诈员、渔安员等队伍
近400支1万余人，逐步形成“东海渔嫂”组织化、
多元化、专业化参与基层平安建设的新格局。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广西法治日报记者 卢林锋
□ 本报通讯员       卢品君
　　
　　眼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一支由21300名普通群众组成
的“平安守护者”队伍，正悄然改变着这座县城的治安生态。
　　自2024年起，陆川县以“人人参与、共建共享”为理念，发动群众组建覆
盖全县的治安志愿者队伍，将平安建设的触角延伸至学校、医院、村屯的每
个角落，一幅“警民联动、守望相助”的基层治理新图景徐徐展开。

校园平安的“守护者”

　　早上7时许，陆川县温泉镇中心学校门口，身着红马甲、臂戴红袖章的治
安志愿者吕永生准时到岗，与其他治安志愿者一道指挥过往车辆有序通过，
引导孩子们有序入校，同时留意周边是否有可疑人员。
　　2024年11月，陆川县率先在温泉镇中心学校、县第一小学试点推行治安
志愿者护学岗行动。通过落实定人、定岗、定责“三定”制度，采取提前到岗、
延时撤岗的护学模式，在学生上学放学时段组织民警、安保人员、治安志愿
者，共同维护好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
　　陆川县第一小学共有4600多名学生，位于商业街和居民区内，车来车
往，人流众多。每到上学和放学时段，拥堵异常、嘈杂声四起，老师、学生无
奈，家长怨声载道。
　　2024年12月，陆川县抓住治安志愿者试点的契机，将学校门口街道上的
停车位全部取消，划出学校等候区，配备警力、治安志愿者与老师一起守护
学生上下学安全，形成一道家、校、警风景线。
　　“500多名治安志愿者，每天上下学前，轮流到校门口站岗。”陆川县第一
小学党总支部书记邹翠宣告诉记者，现在学生上下学平安畅通，老师放心、
学生安心、家长满意。
　　陆川县共有408所中小学校、幼儿园，22万名学生。该县按照“1+1”（一名
学生就有一名家长志愿者）的办法来进行志愿者登记，做到治安志愿者登记
最大化，并选择合适的人上岗，开展岗前培训，全面提高群防群治效能。截至
目前，全县教育系统共有9133名家长参与治安志愿者护学岗，覆盖全县209
所中小学校。
　　去年年底，陆川县开展“我的爸爸（妈妈）是治安志愿者”征文活动，以小
手拉大手广泛发动群众加入到治安志愿者队伍中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良好氛围。
　　“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全县80多万名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群防群治工
作，对基层社会治理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实现在党委领导下全民参与的大综治、大稳定格
局。”陆川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红飞说。

乡村安宁的“守望者”

　　义务巡逻、安全排查、秩序维护……行走在陆川县各社区、乡村，经常能看到戴着红袖章的
治安志愿者活跃的身影。
　　“重要路口都有人疏导和劝导，道路畅通了，越来越多的人养成文明出行的习惯。”温泉镇
居民刘婶说。
　　陆川县立足本地治安实际，积极构建“主体在县、管理在镇、延伸到村”机制，推动道路交通
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通过广泛宣传，积极动员年龄在18周岁至60周岁的群众，协助
相关单位在重要路段、路口开展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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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品牌

舟山筑牢海洋城市高质量发展平安根基

□ 本报记者     王家梁
□ 本报见习记者 胡特旗
□ 本报通讯员   姚超
　　
　　“多亏了老杨，不然我们两
家的地界纠纷真要闹出大事！”
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滑石乡
白水村，村民张某和李某因土
地界限争执不下，甚至扬言要
“武力解决”。村级调解员老杨
得知后，连续三天上门走访，查
阅土地台账，组织双方现场丈
量，最终促成和解协议的签订。
　　这样的案例在碧江区已成
常态。近年来，碧江区司法局积
极探索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发
展的新途径，扎实推进专职人民
调解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专职
人民调解员在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的“基础性”作用。2024年以
来，全区实现“命案”零发生，为
构建平安碧江筑牢了坚实根基。
　　这一成效的取得，得益于碧
江区司法局对调解力量的科学
部署。目前，全区实现了104名专
职调解员对各个村（社区）的全
覆盖。该局通过建立健全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机制，在调解过程中
巧妙穿插普法宣传教育，切实提
高纠纷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与自

我保护能力。同时，积极推动联动协作，与辖
区派出所、平安法治办、村（社区）等单位建立
联动机制。其中，55名专职人民调解员依据
“警调衔接”机制入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
室，与民警协同开展调解工作。
　　为进一步激发调解员工作热情，碧江
区出台《碧江区专职人民调解员考评办
法》，落实村（社区）专职人民调解员“最低
工资标准+人身意外险+案件补贴”薪酬待
遇保障。同时，制定出台人民调解员“以案
定补”实施办法，对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案
件，依据案情大小、难易复杂程度给予补
贴，有效调动了专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
极性。
　　从“事后调处”转向“源头预防”，从“单
打独斗”到“多元联动”，碧江区通过专职人
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探索出一条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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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张伟 张楚楚
　　
　　阳春三月，广东省丰顺县榕江北河的
一段河堤上，阳光透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
影。河岸边不远处的一家炖汤店内，含有炖
汤香味的气息仿佛一层薄纱轻轻铺开，覆
盖在忙碌的店员和正在低头品尝客家美食
的顾客们身上。炖汤店老板看见前来巡河
的广东省丰顺县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
的检察官后，立刻放下从桌上收起来的碗
筷，在自己的工作服上擦了擦手，笑盈盈地
走到检察官面前，上前握住检察官的手。
　　“真是太感谢你们让这榕江北河由脏
变清，来散步的人多了，我这小店的生意也
有了起色。”店老板紧握检察官的手还没有
松开，转头就向店里的顾客讲起了炖汤店
的“经营史”。
　　原来，店老板早年选址看中的正是榕
江河沿岸怡人风景带来的客源，没想到近
年来店门口的河水变浊、河岸变臭，来往的
人渐渐少了，炖汤店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徘徊在倒闭的边缘。“幸好，关键时刻检察

官出手，到这里巡河检测、监督整改。”店老
板说，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榕江北河就有了
明显改变，生意自然又好了起来。
　　榕江北河是榕江最大支流，隶属珠江流
域，全长92公里，是丰顺县的母亲河。曾经，由
于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效率低以及农业养
殖、生活污水、过度使用农药等造成面源污
染，河内水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河水水质
急剧下降。特别是在夏日，随着气温升高，沿
河散发出阵阵臭气，2017年该河被纳入广东
省挂牌督办的流域性黑臭河。经过系统整治
后水质有所改善。2024年5月，榕江北河因水环
境质量超标风险等问题，再次被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列为警示案例。
　　2024年5月底，得知相关线索后，丰顺县
检察院迅速组建公益诉讼专班，发挥“河长+
检察长”协作机制优势，会同县河长办对榕
江北河丰顺段全流域开展巡河，通过现场
勘查、调查走访、查阅资料等深入调查核实
问题，并运用无人机航拍精准取证。
　　经查，榕江北河丰顺段主要存在部分
收集管网建设维护不到位造成生活污水跑
冒滴漏现象、新建管网错接漏接致使雨污

分流不彻底，以及在水源涵养区内部分养
殖污水直排入河，引起河水氨氮、总磷、化
学需氧量均超标。此外，在河段随意堆积生
活垃圾也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
　　“江河生态是沿岸城乡居民最普惠的
公共产品。丰顺县是中国长寿之乡，更应该
守好这个‘金’招牌，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践行好。”专班办案检察官游常
庆告诉记者，2024年6月，丰顺县检察院组织
县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住建等部门召开了
两场公益诉讼圆桌会议，并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一同参会，听取各方
意见建议，共同研究工作措施，不断优化整
改方案。
　　同年8月，该院分别向负有监督管理职
责的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县级行政主管
部门和相关乡镇政府共8个单位制发了检
察建议，建议结合单位职责，针对榕江北河
流域水污染问题，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推
动受损生态修复，改善江河水质。该县政府
高度重视，及时召开整治工作会议，出台榕
江北河流域“禁养区”畜禽养殖关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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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韩晋 厚斌斌
　　
　　3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哈尔
巴克乡一户村民家气氛紧张，麦某兄弟俩因
土地纠纷争得面红耳赤。兄弟俩争的是一片
棉花地，原本说好一家一半，大嫂意外发现自
家这半比小叔子的面积小，认为不公平。两家
为这事多次起争执，经乡、村两级干部联合调
解，表面上暂息纷争，但双方心里都不服气。
　　轮台县公安局哈尔巴克派出所了解情况
后，邀请乡村“智囊团”参与调解。3天内，“智
囊团”查阅原始资料、走访周边群众，弄清基
本事实后，重新划定土地界限，还给双方讲了
“六尺巷”的故事，最终促使兄弟俩握手言和。
今年1月，轮台县公安局围绕“市县主战、派出
所主防”警务机制，组建乡村“智囊团”，专解
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智囊团”由民辅警、村
干部、老党员、人民调解员及“法律明白人”组
成，他们穿梭在资料档案间，奔走于邻里乡亲
中，宛如及时雨，凭借智慧与精准调解，让纠
纷得以顺利解决。
　　“剩下的欠款拿到了吗？”
　　“拿到了，多亏‘智囊团’出面，解决了我
的烦心事，我和姐姐也和好了。”3月10日，哈
尔巴克派出所民警电话回访借款纠纷当事人
古某，古某的回答让民警放了心。
　　去年2月，轮台县哈尔墩村居民阿某向姐
姐古某借款3万元，出于对妹妹的信任，古某

未让阿某打欠条，只是口头约定了还款期限。
借款到期后，阿某迟迟未还款，古某多次上门
催要，连阿某的人影也没见着。
　　今年3月7日，古某向辖区派出所求助。民
警联合乡村“智囊团”将双方约至村委会。见
面后，姐妹俩压抑许久的情绪瞬间爆发，你一
言我一语争执起来。
　　“智囊团”赶忙安抚，待两人平复下来，开
始分头劝解。
　　阿某低头哭诉，因工资一直未结，无法给
姐姐还钱，这才选择逃避。“智囊团”向古某说
明阿某所处困境，引导其宽限还款时日。经过
3个多小时的调解，阿某当场归还古某一半欠
款，承诺下月还清剩余款项。随后，阿某向古
某鞠躬致歉，两人重归于好。
　　“智囊团”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
势，开展工作时，群众更易接受。处理纠纷时，
“智囊团”会在田间地头或村民家中，就地围
成“调解方阵”，紧密配合、剖析症结、情理并
用，快速化解矛盾。
　　轮台县公安局依托乡村“智囊团”，构建
排查、登记、研判、调解、回访全过程解纷工作
链条，对于已化解的矛盾纠纷，民警会通过电
话、上门等回访方式，与当事人深入交流，及
时掌握后续情况，持续巩固调解成果，形成矛
盾纠纷闭环管理。
　　乡村“智囊团”成立以来，共化解矛盾纠
纷11起，群众满意率达100%，基本实现矛盾纠
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小”。

榕江北河“焕颜”记

乡村“智囊团”专解农家事
  4月9日，在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甘肃省肃南县公安局马蹄派出所民警在辖区马蹄小学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国家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图为民警向学生们宣传国家安全知识。  本报通讯员 李志鹏 摄  

  图为治安志愿者在学生上学放学时段维护治安秩序。 卢品君 摄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李紫荆
　　
　　“这个小玩意可帮了大忙！”几天前，在北
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内，传来了几
十公里外书记员的声音。这是该院依托与中
关村延庆园的科技赋能司法新机制，首次运
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开展土地勘察测绘，进而
协助承办法官查明事实、厘清办案思路，最终
成功促成一批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件

实质性化解。

分歧：土地撂荒 各执一词

　　2022年，延庆区某村的12户村民分别与
某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及地上物购买合同，约
定将自家的地租给某公司管理使用，每年收
取一定租金。后因某公司拖欠租金产生矛盾，
村民拿不上钱生活困难。眼看着土地撂荒，便
纷纷向法院递上一纸诉状，要求对方支付租
金、赔偿损失。

　　由于正值春耕时期，案件承办法官刘艳
玲、曾红珠拿到这批案子后，第一时间与双方
当事人联系。考虑到村子偏远，村民年迈又人
数较多，二位法官决定直奔现场，就地开展勘
查调解工作。
　　驱车五十里，村委会会议室内，双方对立
情绪强烈，氛围紧张。
　　“我们老百姓就靠这点地生活，眼看着果
树都死了，租金也没着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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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司法破局 无人机巡航止纷争
北京延庆法院高效化解12起土地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