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壁楼栋又报警了，说一楼居民直接躺

地上阻止施工。”

听到消息，楼组长徐明怀放下手头的事

情，赶忙奔往现场。

他居住的水电小区，位于上海市虹口区，

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小区常住 5100 多人中，

60 岁以上老人占比近半。对高楼层居民来

说，加装电梯成了刚需。但小区自 2021 年启

动加梯以来，涉及的楼栋居民矛盾纠纷不断，

加梯惠民工程一度遇阻。如何有效化解矛盾

纠纷，有效推动基层治理，成为摆在各方面前

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加装电梯因何受阻？
前期征求意见时，大家意见

一致，但施工后有些居民提出新
诉求

说起小区里头几部电梯加装时的情形，

水 电 居 民 区 党 总 支 书 记 仇 相 琴 连 连 摆 手 ：

“几乎每一部电梯加装时，都有居民因纠纷

报警。”

前期征询意见时，按照民法典等法律法

规规定，同意的业主占比达到法定比例方能

开工。“不是达到同意比例就没问题了，矛盾

冲突往往出现在施工阶段。”仇相琴告诉记

者，有一栋楼一楼的居民认为噪声干扰自家

生活，堵住挖掘机，不让进场开工；另一栋楼，

有居民认为电梯会影响自家采光，躺在地上

阻挡施工；还有一栋楼一楼住户是老两口，冲

动之下，干脆坐着轮椅挡在施工队面前。

“阻止施工的行为，直接造成这部分居民

与有加梯需求居民之间的矛盾。”上海市公安

局虹口分局凉城新村派出所民警方芳说，民

警到场只能劝解疏导，防止矛盾激化，“但如

果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样的情况还会再三

发生。”

眼看动工的几栋楼都不“平静”，徐明怀

一度也没那么积极了：“如果因为加装电梯闹

得邻里之间不和睦，值不值？”水电小区有加

梯需求的 29 栋楼，到 2022 年 3 月，仅成功加

装两部电梯。如何有效化解居民矛盾，成为

推进加梯惠民工程的关键。

虹口区总面积 23.4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近 74 万，是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区之一。

数据显示，2020—2022 年，虹口区纠纷警情

年均 2.4 万余起，占总警情约 1/5。包括加装

电梯引发的矛盾在内，社区里的婚姻家庭、邻

里关系、物业服务，社区外的劳务薪酬、消费

租赁、工程邻避等矛盾纠纷已经渐渐成为派

出所民警最常面对的情况。

“矛盾纠纷是警情的起点，是社区治安的

‘晴雨表’，一些小矛盾如果不化解，就有可能

激化升级。”虹口区副区长、虹口公安分局局

长柳国青说，随着居民法治意识的增强，要创

新群众工作方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

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问题。

2022 年 3 月，《虹口区全面推动矛盾纠纷

排 查 化 解 运 行 机 制 的 实 施 意 见（试 行）》印

发，探索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

动”，使公安干警、调解员、律师三方形成合

力，有法说法，有情说情，有理说理，力求将矛

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不同诉求如何解决？
推出“三所联动”机制，多方

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引导居民理
性表达意见建议

从去年开始，再接到水电小区因加装电

梯产生的矛盾纠纷警情，方芳会把当事人请

到小区里的“虹馨·三所联动”调解室里。和

她一起与居民见面的，除了人民调解员仇相

琴，还有上海思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健炯。

“一件事情是不是占理，不是比谁的嗓门

大，而是看合不合规、合不合法。”和阻止施工

的居民坐在一起，周健炯向他们普及起民法

典和上海市相关法规的详细条款，“既然这栋

楼加梯的整个程序都合法合规，那么阻碍施

工队进场，在法律上肯定不占理。哪怕闹到

法院，也不会得到支持。”

听 完 释 法 说 理 ，不 少 居 民 心 里 有 了 一

本账。

“如果对电梯加装有什么具体诉求和想

法，可以说出来。”接着周健炯的话，仇相琴向

居民征集意见和建议。

这时，很多人不再一味反对，而是顺势提

出了自己的诉求：有的怕电梯旁的透明玻璃

影响隐私，有的认为电梯噪声影响休息，有的

觉得加装电梯后从信箱里取信件不方便……

“居民愿意理性表达意见了，矛盾纠纷的化解

就有了基础。”方芳说。

有了“三所联动”机制，电梯公司、业委

会、居民自治小组不断参与进来，组成“加梯

专班”；先后举办 6 场加装电梯宣传会和征询

会，为居民集中解读加装电梯政策、惠民条

款，提供技术咨询等服务；先后走访有意见的

居民 600 余户，收集汇总每栋楼电梯加装的

难点，制定“一梯一方案”，全力解决居民诉

求。关注隐私的，安上磨砂玻璃；害怕噪声

的，装上双层玻璃；电梯公司还免费为加装电

梯的楼栋修建了无障碍通道……

从去年开始，徐明怀明显感觉到，小区居

民打 110 的情况变少了，加装电梯速度变快

了。居民们说，有什么矛盾，找“三所联动”处

理，摆得平。“眼看小区不再因为加装电梯吵

闹报警，我们也有了底气。”徐明怀和其他居

民代表等，一户一户走访。

如今，水电小区 29 个楼栋居民全部完成

意见征询，已有 7 个楼栋完成电梯加装，10 个

楼栋正在施工，12 个楼栋正开展专家评审。

未来所有电梯加装后，将惠及居民 1800余人。

“加装电梯属于典型的相邻权纠纷，涉及

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与之类似的，还有装修、

漏水、违建等情况，较为复杂。”有了“三所联

动”机制后，周健炯与居民打交道越来越多

了，“我们在矛盾调处中进行普法，引导居民

理性表达意见，合法表达诉求，从而妥善化解

矛盾。”

如何引导“遇事找法”？
坚持法治思维，开通线上法

律咨询平台，送法到群众身边

“很多矛盾纠纷激化，不是群众故意要

闹，而是法律服务离他们太远，大家不知道去

哪里找‘说法’，加之诉讼等手段成本高、时间

长，部分人就放弃走法律途径了。”柳国青认

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纠纷，还是要坚持法治思

维，努力把法送到群众身边。

在深化“三所联动”机制过程中，虹口区

坚持由区委统筹、区委政法委主导，从党委层

面最大限度调动各级组织。目前，全区已建

成 9 个派出所矛盾纠纷调处室、8 个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站、198 个居委会法律服务室，并签

约 11 家律师事务所。230 名社区民警、113 名

律师和 310 名社区干部调解员有机整合，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群体助推、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的“三所联动”机制在全区形成。在涉及

大额赔付款的民事纠纷中，建立了诉调对接

绿色通道，提升矛盾化解成功后的执行效率。

为方便群众主动“遇事找法”，虹口区开

发了“三所联动”小程序，设置“法律援助”“调

解预约”“线索举报”等栏目，有法律问题咨

询，律师会在 24 小时内回复；有需要调解的

矛盾纠纷，可以在线预约。自今年 4 月上线

以来，平台每月都能收到 340 多个线上的矛

盾纠纷调解预约、200 多个线上法律咨询。

虹口区“三所联动”机制还探索将解纷工

作延伸至社区围墙外，目前已深入全区 10 个

商圈、3 家医院、4 处工地、31 所学校。今年上

半年，虹口区纠纷类警情环比去年下半年下

降 40.2%。

上海探索推出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机制

汇聚各方资源 助力基层治理
本报记者 巨云鹏

■基层治理新实践R

核心阅读

城市社区人口密集、诉求多元，为了优化基层治理，上海探
索推出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机制，整合公安
干警、调解员、律师三方力量，倾听群众诉求、提供法律服务，努
力让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

黄河缓缓流淌，弯曲的

河道宛如臂弯，将青海省海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同 德 县 揽 入

怀 中 。 这 片 平 均 海 拔 超 过

3600 米的土地，是同德县应

急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邓官杰生前工作了近 30 年

的地方。

今 年 3 月 9 日 ，邓 官 杰

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因

公殉职，年仅 47 岁。有同事

留言说：“静水流深，你笃实

勤谨的背后，是对党忠诚的

坚定，是心系百姓的情怀。”

2021 年 4 月，邓官杰调

任 同 德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局

长。他长年在基层工作，有

不少抢险救灾的经验，但应

急管理工作专业性强，仍需

系统学习。在他的办公室，

专业书籍摆满了桌面，任职

近两年，32 开的笔记本记满

了 8 个。他还创建了“应急

小 课 堂 ”，利 用 晚 上 值 班 时

间，带着同事们一起学。

2021 年 6 月 10 日，一辆

满载 30 余吨柴油的油罐车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发 生 侧 翻 。

事 故 发 生 地 离 黄 河 不 到 10
公 里 ，如 果 处 置 不 好 ，就 会

污染河水。

邓 官 杰 带 领 党 员 们 冲

锋在前，冒着随时爆炸的危

险 ，铺 设 吸 油 毡 、挖 掘 导 流

沟、喷洒防爆泡沫。由于此

次事故处置专业有效、快速

得当，最大限度减少了柴油

泄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他 常 和 我 们 说 ，要 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为 党 和 人 民 履 好 职 尽 好

责 。”同 德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副

局长周岩说，邓官杰胸前常

年挂着一枚党员徽章。

邓官杰办公室里，有张

又 短 又 窄 的 行 军 床 。 到 应

急管理局任职后，他经常睡

在上面。同事看着心疼，劝他回家休息，他却说：“万一有紧急

任务，我得第一时间赶到！”

2022 年 8 月 2 日凌晨，巴沟乡加日亥村遭遇强降雨并突

发山洪。冒着倾盆大雨，邓官杰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居住在河

岸附近的 35 户群众转移。

对待群众，邓官杰始终饱含深情。每次下乡，他总要揣上

些糖果带给孩子们，碰上生活困难的老乡常常慷慨解囊。牧

民缺乏应急知识，常把帐篷扎在河道中，一到雨季，他就带着

工作人员四处巡查，帮助牧民搬帐篷。

为人民服务，还要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曾有人向邓官

杰借用仓库里的救灾帐篷，被他一口回绝。

2022年，邓官杰被青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

﹃
为
党
和
人
民
履
好
职
尽
好
责
﹄

—
—
追
记
青
海
省
同
德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原
局
长
邓
官
杰

本
报
记
者

刘
雨
瑞

本报广州 8月 20日电 （记者贺林平）“没想到纠纷这么

快就解决了，我们还能继续合作！”不久前，一宗涉外涉港的商

事案件，在特邀香港调解员协助下，通过广州法院诉前联调机

制迅速达成和解并调解结案。广州法院多元解纷中心自今年

2 月启动以来，不断整合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多元力量，进

一步推动矛盾纠纷“一站式”源头化解，半年来已调解纠纷超

10 万件。

广州法院多元解纷中心与诉讼服务大厅相互贯通，内设

接待区、洽谈区、多媒体展示墙、联动室、调解室等功能区域，

集宣传展示、智慧解纷、法律咨询等多项功能于一体，有 5 名

常驻专职调解员提供调解服务。在此基础上，中心设立劳动

争议、家事纠纷等 12 类 76 个调解室。目前，已有 367 家调解

机构、3492 名调解员入驻广州法院在线多元纠纷化解平台，

实现纠纷调解全流程线上完成，最长调解期限仅 30 天。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正根介绍，今年 1—6 月，全

市法院新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 10.9%。

广州法院多元解纷中心

半年调解纠纷超10万件

“阿姨，耽误您几分钟时间，我们在做一个课题调研，您最

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超市里，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社会

治理中心刚入职不久的付敏，一边帮售货员摆货，一边询问。

售货员告诉付敏，自己是河南人，为照看孙女，4 年前来到西

海岸新区。今年，孙女上了幼儿园，她也闲了下来，身边没什

么朋友，内心空落落的，希望社区能多组织一些活动。

“外来市民归属感不强，一时难以融入新区生活。”付敏琢

磨，“这应该不是个例，得深入了解。”于是，她与团队成员白天

走访，晚上凑到一块交流研究。他们将建议分类，同时广泛搜

集、梳理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最终从建立“全面覆盖、互联共

享”的实有人口服务管理体系、打造“市民之家”、优化“一家

亲”服务平台建设等 7 个方面提出建议，并形成调研报告，其

中几条建议现已一一落实。

“到基层调研，是一场特殊的入职培训。”青岛西海岸新区

工委组织部部长刘陆莹介绍，在这次培训中，付敏结合自身岗

位，认领了“新市民管理服务工作”调研课题。“过去，年轻干部

入职，上的是传统培训课。现在，我们把培训搬到一线，以近

4 年新入职的 240 名年轻干部为主体，‘张榜’五大类 50 项实

践课题，引导他们在调研中发现问题、提出对策，锻炼本领、提

升能力，取得良好效果。”

青岛西海岸新区

在调查研究中培养年轻干部
本报记者 李 蕊

8 月 17 日 ，贵 州 省

黔西市公安局永燊派出

所组织民警来到茨落村

的苗寨，开展“护苗行动

助成长”宣传活动。民

警 结 合 苗 寨 的 生 活 实

际，向孩子们讲解未成

年人保护法以及禁毒防

毒、消防安全等知识，让

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接受教育。

图为辅警给孩子们

讲解相关知识。

周训超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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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亲不如近邻。两家谁要有什么事，

还要互相照应一下，别因为一堵墙把关系弄

僵，不值得。”这天，一场调解会正在河南省

周 口 市 鹿 邑 县 贾 滩 镇“ 政 协 委 员 协 商 议 事

室”进行，4 名政协委员劝解完一方，又劝说

另一方。

原来，贾滩镇村民老陈近期翻建院墙，邻

居小武以建院墙占用其宅基地为由阻止施

工。老陈拿着多年前办的房产证找到居委

会，由于房产证上登记的附着物、参照物均已

没有痕迹，无法准确划定两家界线，村干部为

此犯了难。

贾滩镇政协联络组组长闫玉印在了解情

况后，和村干部说：“咱们不是有‘有事好商

量’平台吗，大家有事可以坐在一起摆摆道

理，总会有个解决办法。”随后，他掏出手机把

党员代表、政协委员代表、村干部和当事人召

集到协商议事室。

经过各方耐心调解，当事双方达成协议：

两家之间的院墙继续在原来位置修建，为两

家共用，修建费用由两家按四六分担。

事后闫玉印深有感触地说：“身为基层政

协委员，只有与群众心贴心，才能有效化解纠

纷，促进乡村和谐。”

“今年以来，县政协先后开展各类协商活

动 40 多场次，委员参与 500 多人次，一批关于

优化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矛盾纠纷处理

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基层协商议事得到解决。”

鹿邑县政协主席张国庆说，鹿邑县政协自去

年换届以来，大力推进基层“有事好商量”平

台建设，在全县搭建 38 个协商议事室，300 多

名委员按照居住地和专长分别编入协商议事

室，带动委员协商在一线、履职到基层。

周口市政协秘书长程维峥介绍，为使政协

在履职实践中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周口在

各县市区政协设立“委员之家”、“委员服务站”

和政协联络组，还拓展“有事好商量”委员服务

站到村级，把民主协商延伸到村，专门倾听、协

商解决群众的烦心事、闹心事。

“专题协商聚焦民生热点、办好提案促进

民生改善、反映民意回应民生关切，去年以来

周口市政协民生相关提案共 369 件，征集涉

及基层社会治理的社情民意信息 430 余条，

对群众呼声较高、反映比较集中的民生类提

案跟踪问效，推动一批民生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程维峥说。

河南省周口市政协推动委员服务基层

协商在一线 有事好商量
本报记者 任胜利

本版责编：苏显龙 肖 遥 赵晓曦

政治政治 1010 2023年 8月 21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