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访“枫桥经验”江西实践“寻乌工作法”到群众中去

宜春：只进一扇门 解纷万家事
全覆盖建设“一站式”调解平台 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工作

高位推动
集成“一个中心”法治化调解

“别吵了，到中心去！”“对，去中心！”

农民工刘某和十余名工友受雇于熊

某，为丰城市某小区粉刷外墙，完工后因

工 钱 未 结 清 发 生 冲 突 。 在 众 人 的 劝 说

下，刘某等人来到丰城市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中心求助并顺利拿到了工钱。

人们口中的“中心”，是宜春市委主

要领导多次专题调研、各县（市、区）委主

要领导领衔推进的“一把手工程”——“一

站式”矛调中心，这是一个矛盾纠纷化解

的法治化平台。

该市出台的《关于深化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只进一扇门、解纷万家事”改革

的实施意见》，明确依托各级综治中心，

建设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一

站式”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心。全市十

个县级中心建成后，综治、信访、公共法

律服务、法院诉讼服务（含速裁团队）、专

业调解、行政复议、劳动争议仲裁等资源

力量均成建制进驻，搭建起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集约化、规范化、法治化骨架，形

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

联动”实体实战格局，实现了综治中心实

体化与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实体化的深度

融合。

乡镇（街道）级综治中心，整合平安

办、信访办、调解室、网格法庭、司法所等

一体运行；村级综治中心与党群服务中

心、便民服务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调

解室等“多心合一、多室合一”建设运行。

目前，全市 10 个县（市、区）、187 个乡

镇（街道）、2703 个村（社区）均已规范建

成，运行良好。今年以来，全市民商事立

案数在去年出现历史拐点下降 10.87%的

基础上，下降了 8.43%。

专群结合
创建“串联+并联”组团解纷机制

平台有了，却依然存在“一扇门、多

扇 窗 ”的 问 题 ，“ 一 站 式 ”服 务 如 何 高 效

落实？

“我们引入了案卷审查制度，群众每

个诉求都有一个编码，作为唯一识别代

码，可确保群众对诉求办理的进度全程

‘可视’。”宜春市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中心设置了受理区、领导接访区、

多元调解区、诉讼服务区、数智指挥区五

大功能区，形成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

解纷“通道”。此外，中心还创新推出了

按照高频事项常驻、低频事项轮驻或随

驻、云驻的“四驻”模式。

同时，一支以专业人员为骨干、专职

人员为主体、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调解

队伍蓬勃发展。

除了 10个县级中心平均进驻的 15个

部门70余人，活跃在各调解现场的，还有首

席调解员队伍、首席法律专家、遍布城乡的

个人品牌调解室，以及7000余名城镇社区

专职网格员和农村兼职网格员。

据了解，自县级中心全覆盖以来，全市

已有 379名律师累计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 13.1 万余次，成功调解纠纷事项 1.12
万余件；全市共建立人民调解组织2935个，

其中,在矛盾纠纷多发易发的劳动争议、医

疗、道路交通、婚姻家庭、山林土地矿产资

源权属等领域，建立调解组织89个。

随着“诉讼+调解”“心理咨询+调解”“信

访+调解”等一批“串联+并联”的组团解纷机

制逐步形成，该市基本形成矛盾纠纷化解

“631”格局，即 60%化解在村、社区，30%化

解在乡镇、街道，10%化解在县级。今年以

来，该市万人成讼率较上年下降31.14%。

智慧赋能
实现跨部门“一体协同”

“微信‘解纷码’小程序太方便了，线

上 提 交 申 请 ，矛 盾 化 解 快 捷 高 效 零 成

本！”袁州区徐某与张某买卖房屋时发生

纠纷，眼看事件要升级，街坊邻居推荐他

在线申请矛盾纠纷化解。据了解，袁州

区将搭载了在线调解、在线立案、送达签

收、司法确认等功能的“解纷码”，与网格

化管理深度融合，建立“解纷码+网格法

庭”的多元解纷机制，极大提高了矛盾纠

纷化解的便捷性和实效性。

据介绍，宜春市依托省社会治理现代

化大数据平台，统筹建设了全知识产权“宜

春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跨部门协同平台”

（以下简称ODR系统），用信息化手段为依

法调解插上了智慧的翅膀。研发的“解纷

码”微信小程序，实现了纠纷调解线下只需

“进一扇门”、线上只需“扫一个码”，“一码

接诉求、一码全公开、一码管到底”。

ODR 系统面向基层、紧盯实战，汇

聚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10 报警服

务台、数字信访、法院民商事案件、网格

员排查等各渠道的矛盾纠纷事项，实现

了纠纷诉求“全渠道感知”，创新了事件

一 线 办 理 、数 据 一 网 汇 集 、民 情 一 屏 研

判、解纷一体协同的处置模式。由此，通

过对矛盾纠纷时间、状态、地域、来源、类

型“五维分析”，成为民意“晴雨表”，形成

研判预警报告向党委政府汇报，达到了

“化解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不到 2 个月，ODR 系统就接单办理

纠 纷 类 非 警 务 警 情 6093 件 ，成 功 化 解

5934 件；上线 5 个月，就受理办理了 6.3 万

件矛盾纠纷。

“只进一扇门、解纷万家事”，推动了

各类矛盾纠纷的化解始终在法治化轨道

运行，使信访不信法的状况得到极大改

善。今年以来，宜春市信访总量同比下

降 3.52%。今年前 8 个月，全市共排查各

类 矛 盾 纠 纷 6.3 万 余 件 ，调 解 成 功 率

99.93%，群众认可度、满意率得到提升。

“谁家没点事儿，必须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

“调解先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宜春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部署推进“只进一扇门、解纷万家

事”改革工作，并将其列入市委“五个突破”之一的“基层治理效能发力突破”重

点任务，推动全覆盖建成运行“一站式”调解平台，全面探索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法治化新路径，努力把县域打造成社会矛盾风险的“终结地”，保持了全市社会

大局的持续安定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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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事”快速办

“真是太快了，仅 7 天我的案件就有了

结果，为你们的高效点赞！”前不久，一起民

事案件的当事人在收到案件判决后，向渝

水区法院承办法官发信息表示感谢。

深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结

案率同比上升 3.32 个百分点、统筹协调 20
个行业主管部门选聘确定行业调解员、互

联网开庭 925 件……鲜活的数字背后是渝

水区法院坚持司法为民的不懈努力。

“调”有特色，“解”于诉前。该院全面

启动“一十百千”诉源治理工程，打造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 e 中心“一”个模板，分流纠

纷 6624 件，诉前调解成功 3262 件，受理司

法 确 认 数 量 1834 件 ，居 全 省 基 层 法 院 首

位。推进数“十”个诉源治理工作室实体化

运行，20 个法官诉源治理工作室（点）已辐

射全市主城区。通过“宗阿姨调解帮帮团”

培养“百”名特邀调解员，发掘、培养特邀调

解员 135 名；培训“千”名网格员源头化解

纠纷，通过上门培训、开设专题技巧培训班

等方式培养综治专干、网格员等基层解纷

力量，实现就近解纷、源头解纷、便捷解纷。

“家事”暖心办

“我们家因为拆迁过渡费谈不到一块

儿去，大家都带着气，家里老人也没人管

了。我去找了居委会，没想到法院主动上

门，不但解决了过渡费，连老人赡养问题也

一起调解了，真好！”

陈大哥的感慨是渝水区法院开展诉源

治理工作的缩影，将纠纷及隐患化解在萌

芽状态，始终是渝水区法院的初心期盼。

该院坚持携卷下乡做庭前调查，在群众

中了解案情，坚持巡回审判，结合典型案例，

生动普法，促进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融合。

“抓诉源治理，核心在源不在诉。只有

坚持‘抓前端、治未病’理念，主动融入基层

社会治理格局，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

纷产生。”该院立案庭负责人说道。

为 解 纷 于萌芽、止讼于未发，该院把

“益家和”婚姻家庭调解驿站升级为全区婚

姻家庭一站式服务品牌，诉前调解成功 273
件，调解案例入选司法部司法行政（法律服

务）案例库；成立渝水区法院心岸家庭学校，

开展线上线下讲座 48 次，为 6000 余名当事

人、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及心理咨询服务，入选江西高院家事审判工作品牌和全国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及建设优秀案例；该院在新钢中学设立

“法润少年金花团队工作室”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深受学校、

家长和学生的欢迎，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称赞。

“烦事”贴心办

近日，习大叔给该院下村法庭送来一面锦旗，对法官

表达了自己的谢意，感谢法官为他们讨回了“血汗钱”。

2016 年，习大叔几人在一公司从事装修工作，完工后

迟迟未拿到劳动报酬，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承办法官收

到案件后，经查阅案件材料发现，该公司未向习大叔等人

出具任何欠款凭证，仅有介绍人签字确认的原告完成工作

量和劳务费，该公司辩称习大叔等人系介绍人介绍及负责

管理，不能以介绍人确定的金额认定劳务费。

承办法官从情、理、法等三方面下手，围绕诚实信用、

体恤农民工等角度，多次与被告公司以案释法、分析利弊，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习大叔等人至此结束了长达

多年的讨薪路。

该院心怀群众利益，巧解矛盾纠纷，为此构建“大调

解”工作机制，大力开展诉前调解，借力行业调解、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畅通涉诉信访渠道，设立信访专员，做到首

访必接、有信必复。该院积极推进赣法民意中心工作，处

理工单 547 件，工单满意度达 99.6%。同时，该院打造巡回

法庭、假日法庭等调解品牌，用群众听得懂、看得见、信得

过的方式化解纠纷，达到了给诉前调解做“加法”、为司法

审判做“减法”的目标。 （李 伟 袁腾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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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如何快速“解”？纠纷怎样高效“调”？诉讼

增量怎么“降”？在新余市渝水区，一条具有法院特色

的共建共治共享诉源治理之路正在形成。近年来，渝

水区法院积极践行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

非诉讼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有效整合诉讼服务职能，

大力推进诉源治理，打造多元解纷平台，将矛盾纠纷化

解于诉前、止于萌芽。

在线调解矛盾在线调解矛盾 刘嘉欣刘嘉欣摄摄

送法到基层 就地解纠纷
“县级有法院，中心乡镇有法庭，但

是一些村居作为治理的神经末梢，法院

的触角难以触及。”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

谋划，兴国法院尝试力量下沉，在位于交

通要道的村庄建设“兴法铺子”，打造法

院与乡镇、村社联结的支点。目前，在全

县范围内已设立 6 个“兴法铺子”，通过构

建“县级有法院、乡镇有法庭、村居有法

铺”的三级矛盾治理格局，建立了“法院+
村居”双向联结机制，联村共建“无讼村

（社区）”。法治力量带来了乡村基层治

理的强劲动力。

“如今村民有什么矛盾 纠 纷 ，首 先

想 到 的 就 是‘ 兴 法 铺 子 ’的 法 官 ，真 正

实 现 了 小 事 不 出 村 、矛 盾 就 地 化 解 。”

古 龙 岗 镇 江 夏 村 帮 扶 干 部 、法 院 干 警

刘 明 华 说 ，兴法铺子目前可为村民、居

民提供法律宣传、纠纷调解、巡回审判、

积分兑换等服务项目。

兴 国 法 院 坚 持 把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机制挺在前面，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兴法铺子”打造

成百姓家门口的人民法庭，实现矛盾纠

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

法官当“掌柜” 坐镇解民忧
在长冈乡合富村，石坑小组有李姓

和江姓村民，他们在使用土地时存在纠

纷，有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

面对该起矛盾纠纷，兴国法院、合富

村委会迅速响应，驻村联络法官与特约

调解员江华共同调解该起矛盾纠纷。

在纠纷当事人情绪对立、矛盾尖锐

的情况下，驻村联络法官和江华采用“听

诉求、找症结、善引导、聚共识”四步法，

化解了该起矛盾纠纷。

据介 绍 ，兴 国 法 院 在 每 个“ 兴 法 铺

子 ”均 安 排 了 一 名 经 验 丰 富 的 法 官 担

任“掌 柜 ”，负 责 铺 子 的 日 常 经 营 ，以 看

得 见 、摸 得 着 的 项 目 ，为 老 百 姓 提 供 法

律 服 务 。 而 为进一步加深与各乡镇、村

居 联 络 ，兴 国 法 院 建 立 了 双 向 联 络 机

制。班子成员定点联系各乡镇，法庭定

期向乡镇通报案件情况，并通过联村联

社共建“无讼村（社区）”，挖掘当地红色

后 代、“五 老 ”人 员 ，设 立 名 人 调 解 工 作

室，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凝聚了乡村基层

治理合力。

“兴法铺子”设立以来，调解矛盾纠

纷近 800 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2000 余

次，先后开展巡回审判 68 次，开展法治宣

讲活动 386 次，开展普法宣传 160 余次，

惠及全县 3500余人。 （曾宪章 熊伟健）

息于萌芽 止于诉前
兴国法院设立6家“兴法铺子”调解矛盾纠纷近800件

夜晚的“兴法铺子”热闹非凡，人员密集处的“兴法夜市”吸引了不少群众

驻足并参与学法知法活动。

“我们希望拓展群众法治思维，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小、在早，达到溯源治理

的目标。”兴国县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院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推出“兴法铺子”这一诉源治理模式，构建起县、乡、村三级矛盾治理格局，

成为“枫桥经验”江西实践“寻乌工作法”的典型之一。

党政主导 矛调工作“一盘棋”推进
近日，袁州区新坊镇矛调中心，联合

区法院明月山法庭成功调解一起离婚案

件。这是该区市、区两级将“多平台”融

合为“共同体”，运用法治思维多元化解

矛盾纠纷的成功案例。

敞 亮 的 环 境 、12 个 接 待 窗 口 ，袁 州

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如今成了老

百 姓 遇 到 事 情 抬 脚 就 想 去 的 地 方 。 这

是 一 个 集 人 民 调 解 、行 政 调 解 、司 法 调

解 、诉 讼 、公 证 、法 律 援 助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等 平 台 为 一 体 的 多 元 化 解 服 务 综 合

体，“一窗式”办理，“一站式”服务，实现

了群众矛盾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

跑一地”。

据了解，2022 年 4 月，该区在全市率

先出台《袁州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实施意见》，将诉调、访调纳入区委综合

考核的一级指标，建立“乡镇街道吹哨、

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构建了党政主导，

区、乡、村三级紧密联系的全区矛盾纠纷

调解工作“一盘棋”推进框架。

今年 1 至 8 月，全区信访总量同比下

降 32.91%。

就地解纷 乡级矛调中心全覆盖
“有 问 题 找 街 道 办 事 处 就 能 解 决 ，

真好！”袁州区秀江街道办事处的“一站

式 ”矛 盾 纠 纷 多 元 化 解 中 心 ，整 合 了 综

治 中 心 、司 法 所 、派 出 所 、法 院 、信 访 办

等平台业务，实现了全链条矛盾纠纷全

链条调解。

据了解，袁州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

心运行后，与 28个乡镇（街道）的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中心联动，形成了“日晒单、周通

报、月考核”常态化诉前委派调解模式。同

时，该区在乡镇（街道）与村（社区）两级，建

立了“乡镇（街道）党（工）委—村（社区）党

委（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村（社区）党小

组—党员”五级组织网络，促进各类矛盾纠

纷早发现、早化解。

借助智能化手段，该区进一步实现

了矛盾纠纷“随时解”“就近解”。全区乡

镇、街道依托综治视联网、省社会治理现

代化大数据平台和宜春市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跨部门协同平台等，创新建立了“解

纷码+网格法庭”多元解纷机制。

目前，袁州区 28 个乡镇（街道）实现

了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全覆盖，建成以来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6855件。

多元联动 特色解纷品牌落地见效
“于情于理，我确实该支付孩子的抚

养费。”袁州区金瑞镇一起纠缠了十几年

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案，通过当地司法

所、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派出所等部门

的不懈努力，得以化解。像这样多部门

参与工作模式，在该区已是常态。

为强化调解队伍，该区机关公职人

员、法援律师、社会律师、公职律师，组成

了一支行政争议化解队伍；住建、人社、物

业、医疗等 10 个专业调解组织参与进来，

组建了一支27人的特邀调解员队伍。

为创新调解模式，全区将红色法治文

化与地域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诉前调

解+司法确认”委派调解机制，打造了一个

个特色解纷品牌：“夕阳红”“和事佬”“老支

书”“红玫瑰”调解队、“新乡贤”理事会、“袁

州好人”工作室、“红色法庭”品牌等等。

据了解，今年 1 至 8 月，袁州区诉前

调解分流率达到 63%，调解成功数同比上

升 100%。 （何艳敏 徐天琼）

“微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问题矛盾不上交，和谐平

安不出事”。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工作中，宜春市袁州区践行

“社会治理无缝隙、服务群众零距离”理念，依托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实现

了最大程度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今年 1 至 8 月，法院民

商事立案数在去年下降 10.4%的基础上，又下降 6.4%；刑事类警情同比下降

14.89%；万人成讼率保持低位运行。

打造三级多元解纷“共同体”
宜春市袁州区28个乡镇、街道实现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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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政法委与江西日报《法治》周刊联合推出《赣色宜人——解密平安密码》大型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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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 箱 jbfzzk@163.com法 治

行业专刊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

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从浙江枫桥出发，跨越一甲

子，历久弥新，创造性地解决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体

现出持续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一面旗帜。

9 月 27 日，全省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法治化工作现

场会在樟树市召开，展示和交流了全省政法战线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系统集成我省“枫桥经验”江西

实践“寻乌工作法”，推动全省县乡全覆盖建设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一站式”工作平台，进一步提升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法治化水平的典型经验和做法。

以人为本，坚持以理服人、依法论事原则。

崇尚法治，秉持调解先行、裁决止争理念。

源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江西实践“寻乌

工作法”坚持唯实求真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面建立

单位联村、干部联户“联村共治”机制，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实行“法治力量沉下去，调查走访止纷争”，成为

江西政法一面旗帜。

即日起，《江西日报》法治专刊联合省委政法委，推出

《到群众中去——探访“枫桥经验”江西实践“寻乌工作法”》

《人民至上——政法委书记谈群众工作》栏目，以系列宣传

策划，讲述“枫桥经验”江西实践“寻乌工作法”的精彩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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