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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  君
□ 本报通讯员 张达志 梁汉伟
　　
　　“谢谢你们，经常闻到的刺鼻气味没了，想不到这
么快就把我的烦心事解决了！”市民老黄满意地说。近
日，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综治中心闻“哨”而动，协调
司法、城管等部门现场联席接访，仅用数小时便促成
宠物饲养管理人清理现场并承诺规范管理。
　　这起因生活小事引发的“小矛盾”得到高效化解，
是德庆县综治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通
过强化资源聚合、创新工作体系，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的一个缩影。2024年以来，该中心累计调处县镇两级矛
盾纠纷1258宗，以“一站式”服务成为群众心中的矛盾
化解“终点站”，用绣花功夫在西江之畔织就基层善治
新图景。

整合资源

　　“过去群众跑七八个部门办不成的事，现在进一
扇门就能找到解决方案。”德庆县综治中心副主任江
汉城的话，道破了基层治理的“破题关键”。

　　德庆县将综治中心嵌入“十分钟服务圈”，与政法
部门、行政服务中心形成功能聚合体——— 法院、检察
院、公安、司法行政、信访等部门常驻综治中心“坐堂
问诊”，人社、住建、卫健、退役军人事务等12个部门轮
驻“对症开方”，7个专业调解委员会、1个心理服务机
构及“政法三老”品牌调解室“靶向治疗”，构建起“全
领域覆盖、全流程贯通”的解纷矩阵。
　　在“粤平安”平台的智能驱动下，综治中心治理触
角延伸至田间地头。不久前，永丰镇一起生产队山林
纠纷通过平台预警，县综治中心启动相关工作机制，
联动多个部门组成工作组，展开实地调查，最终确定
由林业部门跟进林权证更新事宜，实现了“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

多元解纷

　　今年3月，32名工人的讨薪纠纷在德庆县综治中心
迎来“大结局”。面对薪酬核算分歧，县镇两级综治中心
联动相关部门开启解纷模式：法官现场普法引导理性
维权，劳动监察大队固定证据链，信访部门规范诉求表
达，司法所量身定制调解方案。24小时内，林场老板承

诺结清工资，镇司法所全程监督发放，一场可能激化的
矛盾纠纷在“全链条”解纷机制中消弭于无形。
　　“我们打造的不是‘中转站’，而是矛盾化解的‘终
点站’，让群众在‘前端预防—中端化解—末端稳控’
的全流程服务中感受到法治温度。”德庆县委政法委
常务副书记陆盛雄说。

群防共治

　　在德庆县综治中心的基层治理生动实践中，群防
共治力量与乡土智慧交织共振，辅以科技力量，激发
出基层治理的创新活力。
　　自来水厂将水管接到村里指定位置，老林将自来
水引入自家时，不小心将水管错接到村里的原有主管
道，导致半年产生了1万多元水费。因为水费缴纳问
题，老林和水厂产生矛盾。老林认为水厂没有每个月
来抄表，导致他自己也不知道产生巨额费用。自来水
厂则认为是老林自己错接了水管，其自身有责任。县
综治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司法解纷智慧屏”远程连线
法律专家，在线开展调解，最终促成双方和解，老林和
自来水厂各担一半责任。

　　这一“云端解纷”利器与群防共治力量的相互配
合，已在线化解1453起跨区域纠纷，让偏远乡镇群众享
受“零跑腿”的法律服务。
　　在科技之外，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的举措还
有不少。由退休政法干警组成的调解团，凭借几十年基
层工作积累的“背对背谈心法”，成功化解54起陈年积
怨，让“银发力量”成为矛盾化解的“稳定器”；浸润龙母
文化的“龙母文化调解队”，秉持“多走一步、多看一眼、
多聊一句、多访一家、多想一些、多做一些”的“六多”工
作法，积极走村入户，用民俗文化的柔性力量消融邻里
隔阂；针对贡柑交易中的“定价难”“维权难”，农业专家
与律师组成的“智囊团”入驻调解平台，用专业知识为
农户和收购方搭建沟通桥梁，将矛盾化解在田间地头。
乡镇诉讼服务站推出“夜间送达”“面对面调解”等便民
举措，让1453件矛盾纠纷在“家门口”得到妥善解决。
　　从“政法三老”的银发智慧到“龙母调解队”的民俗力
量，从科技赋能的“云端解纷”到借助传统文化开展基层
治理，德庆县综治中心正将这些“沾着露水、带着温度”的
实践经验，升华为可复制的基层治理“德庆方案”。在西江
之畔，新时代“枫桥经验”正绽放出愈发绚烂的光彩。

千余纠纷“一站式”化解

浙江缙云公安：

多措并举守护万亩茶山平安路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童思瑜
　　
　　晨雾缭绕的大源镇茶山上，浙江省缙云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舒洪中队民警胡超杰正将反光背
心递给采茶工李婶：“清晨雾气大，穿上这个能让
来往车辆更早注意到您。”他的巡逻摩托车上，急
救包、反光标识与采茶工寄存的竹篓挤在一起，
构成春日茶山独特的“平安风景线”。
　　面对春耕采茶季巨大的人流、车流通勤压
力，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下发涵盖重点路口亮灯
工程、隐患动态清零等内容的18项任务清单，确
保责任到人、措施落地。截至目前，缙云县道路交
通亡人事故同比下降18.18%，涉农车辆亡人事故
“零发生”。
　　今年3月中旬，在新建镇雪峰村，15辆农用三
轮车正排队接受“安全体检”。“你的车反光标识
脱落了，这样很危险，需要立即补贴。”缙云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新建中队民警王飞标逐辆检查三
轮车，并进行反光标识补贴工作。采茶季以来，全
县共排查9173辆三轮车，3300余辆完成标识更新，
并推进“一车一档”动态管理。
　　在交警深入前路乡茶山时，无人机巡逻发现
某陡坡缺少防护设施，随即联动交通运输部门启
动“隐患清零”响应机制，28小时内联动完成护栏安
装。这样的“立体扫描”已覆盖全县7286亩茶山、16
处交易市场，整改视线盲区、标线缺失等隐患42处。
　　3月27日，石笕乡盘山公路响起无人机蜂鸣
声，由交警、派出所民警及乡镇干部组成的联合
执法队正在执行任务。交警通过无人机锁定一辆
超员面包车，派出所警力与乡镇综治队员在2公
里外设卡拦截，10分钟内截停车辆。这种“科技巡
山+人力封控”模式，已在108个重点区域构筑立
体防线，根据采茶工“清晨上山、傍晚下山”的规
律，采取弹性勤务。3月以来，查处三轮车违法载
人、酒驾等各类违法行为7340起。

　　夜幕下的舒洪镇仁岸村村委会会议室，交警
正通过显示屏播放《采茶季交通事故警示录》，
“这个三轮车载人侧翻的案例，就发生在隔壁
村。”民警指着画面讲解。此类“流动警示教育课
堂”已覆盖全县乡镇、社区，累计宣讲83场，教育
茶农、茶企员工4200余人次。
　　采茶季以来，“缙云公安”短视频团队推出交
通安全类情景剧15部，演绎“拒乘超员车”等交通
安全知识点。茶农周伯伯点赞：“看视频学知识既
有趣又记得牢！”如今，民警在茶山巡查时，常被
茶农拉住讨论视频内容，“拍视频的警官”成了茶
山的“云端安全员”。
　　“每片茶叶都承载着乡村振兴的希望。”缙云
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将持续深化“防事故、保
畅通、护民生”“三位一体”工作理念，推动交通安
全与茶产业深度融合。随着乡镇干部、茶企、志愿
者等多方力量加入，警、企、民协同的平安新格局
正在万亩茶山间蓬勃生长。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蒋  欣
　　
　　谷雨时节，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黄关镇正
江村的千亩茶园吐露新芽。随着第二届灌阳县油
茶茶叶开园采茶会的举办，茶农们指尖翻飞采摘
春茶，茶商们闻香而至洽谈收购，一幅乡村振兴
的生动图景正在青山绿水间铺展。
　　在热闹的茶园里，一抹“藏蓝”身影穿梭其
间。他们或是在茶园小道上发放宣传单，或是在
茶棚里调解纠纷。“我们推行‘茶乡警务’，就是要
让民警走进茶园，零距离服务茶农。”灌阳县副县
长、县公安局局长张韬介绍道。
　　灌阳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要的茶叶产区，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群众，“一抹藏蓝”守护一方
平安。近年来，灌阳县公安局创新推行“茶乡警
务”模式，通过强化交通整治、组建“警司合署”调
解小组、开展“送法上门”等服务，实现警务前移、
服务前伸，切实为茶产业链注入平安动能。据统
计，今年以来，灌阳县茶区刑事和治安案件实现
零发案，涉茶警情同比下降45.5%。

　　“咱们山区的路弯多坡陡，骑摩托车一定要
戴头盔，运茶的车别超载！”在正江村茶园的空地
上，交警大队民警正拿着交通事故案例展板，向
茶农们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采茶季期间，茶农们早出晚归运输茶叶，交
通安全风险增加。为此，灌阳公安采取“分散宣
传+集中检查”的方式，一边在茶园开设“马路课
堂”，用真实案例警示茶农；一边在主干道设卡
检查，纠正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宣传+检查”双
向发力方式提高茶农的交通安全意识，护好茶
季“平安路”。今年以来，交警大队累计排查茶园
及周边的护栏缺损、标志模糊、山体滑坡等隐患
23处，处置率达100%，茶园周边车辆通行效率提
升21.3%，整治成效显著。
　　春茶上市，茶叶交易频繁，小摩擦时有发生。
不久前，正江村茶叶收购点，一名茶农因插队称重
与茶企人员发生争执，双方情绪激动。接到报警
后，驻村的“警司合署”调解小组迅速赶到，就地支
起“流动调解桌”，从情、理、法多角度耐心劝解。不
到半小时，双方达成和解，茶农老李连连道谢：“多
亏你们调解，不然耽误卖茶，损失就大了！”

　　为守护好“致富叶”，灌阳县公安局结合辖区
实际，推动警务前移、服务前伸，坚持“警务围绕茶
园、民警服务茶农”，组织“警司合署”调解小组常
态化进茶企、茶园走访，指导企业开展隐患排查，
有效解决茶农和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自3月以
来，灌阳公安已成功调解涉茶纠纷12起，调处率达
100%，有力确保了茶叶采收、交易顺畅进行。
　　“采茶莫带火种进山，接到退税电话要警
惕……”茶园里，民警将法律知识编成顺口溜，通
过大喇叭循环播放。为守护好这片“致富园”，民
警走进茶园，利用茶农休息间隙，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向他们讲解森林防火、防范电信诈骗、禁毒
等知识，切实为茶农生产筑牢“安全防护墙”。

广西灌阳公安：

“茶乡警务”护航茶产业发展

广东德庆县综治中心绘就基层善治新画卷

　　为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连日来，江西省分宜县公安局开展“亮警灯、见警察”守护行动，组织民辅警走村入户，了解治安状况、社情民意，帮助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同时宣传防火、防盗、防诈骗等知识，守护一方平安。图为近日，民警走访村民宣传反诈知识。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黄小军 摄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韩琳如
              冯英娟

  “这里是阿克苏地区法律援助
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在
工地干活没拿到工钱，老板一直拖
着，该怎么解决？”近日，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法律援助中心工
作人员接待了前来咨询的艾某。
　　艾某家经济条件不好，外出务
工又遭遇欠薪，想寻求法律援助。工
作人员向艾某讲解法律援助申请事
项，帮其准备申请材料，开通法律援
助“绿色通道”，指派有经验的律师
为艾某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服
务。经法律援助律师出面，艾某及时
拿到被拖欠的1万余元工资。
　　这是阿克苏地区各级法律援助
机构办好“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
民生实事、推进法律援助民生工程
的具体实践。
　　据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政府将“开展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
助”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5年
十件民生实事之一。
　　今年以来，阿克苏地区司法局指导各级法律援助机
构以办好“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实事为契机，深
入开展“法援惠民”行动，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
提升服务质量，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援助服务。
　　阿克苏地区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简化法律援助申请程
序，推行“一次性告知”制度，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等
特殊群体，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提供优先受理和上门
服务。安排律师在法律援助中心值班，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阿克苏各县(市)司法局定期对法律援助律师开展业务
培训，建立案件回访制度，综合运用庭审旁听、案卷评查等措
施，强化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监督、评议和考核，对法律援
助案件全程跟踪监督，督促法律援助人员提升服务质效。
　　阿克苏地区司法局依托新媒体平台持续加大法律援
助法宣传力度，多渠道、多形式宣传法律援助的受理范
围、申请条件、申请流程以及申请渠道。组织律师、公证
员、司法鉴定人员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开展法律知识讲
座、案例讲解等，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
　　此外，阿克苏地区司法局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引入人
工智能技术，在阿克苏地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配备两台
公共法律服务自助服务终端机，为群众提供全天候法律
咨询服务，满足群众日益多元化、即时化的法律需求。
　　阿克苏地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科长阿迪力
江·阿不拉说，阿克苏地区司法局将持续推动公共法律服
务向新业态领域延伸，发挥好地县(市)法律援助机构职
能作用，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特殊群体无偿提供必要的法
律援助，做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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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张  睿 周 悦

　　“我们是初创公司，经常会遇到新的法律问题，‘法治
护航员’工作室为我们了解新政策、新规定提供了平台。”
刘先生是入驻江苏省淮海科技城一小微企业负责人。工
作之余，带领员工尽可能多参加“法治护航员”工作室组
织的普法活动，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
　　江苏淮海科技城位于徐州市泉山区，是淮海经济区
规模最大的城区软件园，包括6个园区，目前入驻企业
1000余家，数字经济企业占比40%，专利授权超万件。
　　如何打通护航企业健康发展的“最后一公里”，成为
摆在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面前的重要课题。经多次
调研，该院决定紧贴实际需求，同园区主管部门、企业代
表面对面交流，根据园区特点量身定制护企方案，设立首
家“法治护航员”工作室，推进法律服务进“城”聚势赋能。
　　工作室从一体履职、综合履职出发，由“两名员额检
察官+3名检察官助理+两名书记员”组成，涵盖刑事、民
事、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坚持“扁平化组队、一体化服务”
的理念，实现案件专业化办理向机制探索、样本输出全方
位拓展，有力促进办案质量、效率、效果的提升。
　　2023年12月，该院与江苏淮海科技城管委会签订《关于
建立“泉心益企·护航园区经济发展”协作机制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聚焦企业需求侧与检察供给侧精准对接，提出
12项举措，帮助企业提高预防风险和解决纠纷的能力，为企
业在创新行业赛道上更好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针对淮海科技城六大园区版块的发展特点及司法需
求，《意见》中提出“一园一方案”，为不同园区量身定制知
识产权、数字经济等“订单式”法治服务方案，选派检察官
认真听取园区企业相关需求。
　　“倾听企业声音，将企业需求转化为检察履职清单，
是工作室一直以来的做法。”泉山区检察院党组成员、检
委会专职委员李娟介绍，目前，工作室针对企业及其投资
者、经营管理者、技术骨干等关键岗位人员，开设“企业防
范化解法律风险”等专题课程20余场；对园区内直播带
货、动漫制作、网络营销等行业提示法律风险50余条；帮
助企业解决有关法律问题70余件。
　　李娟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工作室成立一年多来，受
到了企业的一致好评。“目前，我们已经计划在辖区另外三
个园区设立工作室，全方位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徐州泉山区检察院：

创建“法治护航员”工作室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 标
□ 本报通讯员 詹 薇

　　近年来，湖南省益阳
市桃江县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积极创新
基层治理模式，通过“智慧
治理+多元共治”双轮驱
动，着力推动治理方式从
“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
转变。2024年4月，该县荣
获“湖南省平安建设工作
先进县”和“平安县市区”
双项殊荣。《法治日报》记
者近日深入探访，解码这
个湘北县城的基层治理创
新实践。
　 “以前靠两条腿跑断
腿，现在点点屏幕全掌
握。”在灰山港镇紫荆花社
区，治安主任符佳琪轻点
屏幕，18户独居老人和500
多家商铺的情况便一目了
然。这个“15分钟便民服务
圈”的打造，正是桃江县智
慧治理的缩影。
　　借助科技加持，该镇
在铁路沿线7个村（社区）
加装3.2公里“智慧护栏”，
组建“铁路护卫队”，去年
成功化解7起安全隐患，实
现铁路安全“零事故”。
　　此外，数据显示，2024
年以来，桃江县“网格化+
综治中心+大数据”体系
已累计受理群众诉求1.2
万件，排查矛盾纠纷信息
1600余条，基层治理实现
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
控”的转型升级。

　　“要不是调解队，我们这个家就散了。”高桥
镇村民高某感激地说。不久前，高某的娘家人为
她讨公道，要求政府出面惩戒其丈夫。镇里的
“有话好说”调解队第一时间出面调解，最终，夫
妻矛盾得以化解，俩人重归于好。
　　高桥镇的这支调解队，由村干部、司法所工
作人员和乡贤组成，在当地小有名气。
　　“目前，全镇共有130多名婚调志愿者，每个
村配备15名志愿者，初步调解由村级负责，若村
级无法解决，再上报至镇里。今年，我们已成功
调解了6起纠纷。”高桥镇有关负责人彭劲松说，
调解队还引入了“矛盾预警”机制，平时走村串
户，发现潜在矛盾及时上报。
　　目前，桃江县已构建起覆盖城乡的立体调
解网络，全县15个乡镇调委会和247个村级调委
会配备1171名专职调解员，2024年成功调解纠纷
3575件，成功率达98.1%，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5026万元。
　　针对行业纠纷特点，县里组建了交通、医疗
等12个专业调委会，此外，还有“五老”调解室、
“巾帼调解队”等23支志愿调解队伍活跃在基层。
　　走进桃江县人民法院马迹塘人民法庭，一
幅由22个村（社区）名称组成的巨型爱心图案格
外醒目。
　　“处理每一起离婚、借贷或土地纠纷，我们
都坚持实地走访调查。”正在值班的法官助理仇
颖告诉记者，爱心图案记录着马迹塘法庭干警
一年来走村入户的足迹，也见证着这个山区法
庭创建“枫桥式法庭”的生动实践。数据显示，该
法庭去年受理的329起案件中，调解成功率超
60%，用实实在在的司法服务赢得了山区群众
的信任。
　　法庭聘请退休干部詹胜丰担任驻庭调解
员，利用其丰富的基层经验，大大提升了调解效
率。这种“法律+乡情”的调解模式，让大量纠纷
化解在诉前。
　　此外，全县组建了247支“最小应急单元”，
吸纳5600余名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
　　“我们通过智能化预警、专业化调解、社会
化参与，真正实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
服务不缺位’。”桃江县委政法委副书记胡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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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张冲 通讯员韩锡艳 为进一步提升
诉讼服务便民化水平，今年年初以来，黑龙江省鹤岗市兴
安区人民法院积极推进“要素式”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
本推广应用，多举措确保群众便捷高效获取、使用示范文
本，提升司法服务质效。据了解，兴安区法院在全市率先
引入“要素式诉状智能生成机”，当事人只需根据系统提
示将普通诉状进行拍照、扫码，无需进行信息录入，系统
可自动分析内容并智能生成“要素式”起诉状。通过多种
便民举措，切实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鹤岗兴安区法院推进示范
文 本 应 用 提 升 服 务 质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