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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龙山法庭恢复设立时，当年806件的收案量，到去年的414件，收案量降幅近50%，实
现涉诉案件零信访，是龙山镇在探索基层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开创基层治理新局面中捧出的一份沉甸
甸的“成绩单”。

5 年间，龙山镇以党建为引领，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战斗堡垒，明确将法庭调解纳入乡
镇综治范畴，并以镇综治中心为平台，联合公安、检察、司法、劳动等部门，进一步降低纠纷成诉率，维护了基层的和
谐稳定，形成了“党政统筹主导、法庭职能前移、纠纷分级调处”的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龙山经验”。

如今，“龙山经验”不断“发光”，在被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称之为“枫桥经验”升级版后，又吸引了最高人
民法院的关注。尽管取得的成效明显，但龙山镇探索完善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为了让“龙
山经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龙山镇积极完善各环节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

党建引领下的基层自治是“龙山
经验”中的第一环，也是极其重要的一
环。在创新“龙山经验”中，如何更加
充分地发挥出基层自治的长处，一直
是龙山镇党委政府思索的问题之一。
为此，龙山镇在镇级综治中心的基础
上，创新提出以区域化党建引领，推动
建立“矛盾联调、治安联防、问题联治、
平安联创”的区域化综治中心的目标，
并将四路中村作为试点村之一。

“以前常常为化解村民之间的矛
盾纠纷跑断腿、磨破嘴，现在我可好久
没干这活了。”日前，记者在四路中村
综治中心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方顺
心。探索形成“龙山经验”的几年来，
四路中村的矛盾纠纷数量逐年下降，
村民们的幸福感越来越强，乡风文明
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特别是今年设
立村级综治中心以来，该村未发生一
起严重矛盾纠纷，让方顺心这名“调解
能手”直呼快“失业。”

虽然口中说着“失业”，但方顺心
脸上的笑意却怎么也藏不住。为了使
自己早些“失业”，方顺心在村级综治
中心设立之初，就按照镇党委部署，将
矫正工作站、法律援助联络点、妇女维
权站、“扫黄打非”工作站等纳入其中
实行统一管理，推动综治组织建设得
更有规范。

为了能使网格员发现并上报的情
况得到及时处理，村级综治中心内设
有监控室，并配有平安建设信息系统，
不但可以查看村内各监控实时画面，
还能对流动人口、出租房屋、重点人员
等各类基础数据及时更新，通过实施
社会治理信息化，提高网格运行效率，
增强社会治理能力，让村级综治中心
成为一方平安“稳压器”。

▶▶▶调解队伍管理再创新——实行“两代表一委员”积分制

在调解纠纷矛盾的过程中，调
解人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
有效提高矛盾纠纷化解率，在设立
村级综治中心的同时，龙山镇还将
探索触角伸向了调解队伍中。

作为调解队伍中的一员，龙
山镇“两代表一委员”近 3 年来成
功调处矛盾纠纷 417 起，其中化
解重大疑难矛盾纠纷 21 起，全镇
矛盾调解率由 81%上升至 96%，
调解成绩斐然。

成绩的取得固然喜人，但如
何才能让调解队伍持续充满活
力，又成了摆在龙山镇面前的一
道难题。

为了进一步激发了“两代表
一委员”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龙山镇创新“积分
量化”机制，按照“分类积分、量化
考核”的原则，对“两代表一委员”
实施积分制管理，倒逼“两代表一
委员”积极履职，在加强对“两代
表一委员”的管理上做足了文章。

“通过分类积分，我们将‘两

代表一委员’履职清单具体化，把
积分内容分为基本履职、助力乡
村振兴、参与基层治理三大类。
其中参与基层治理类积分具体划
分为参与日常性活动、参与调处
矛盾纠纷件数、成功化解矛盾纠
纷件数三项子内容，真正把抽象
的软任务变成实在的硬指标。”龙
山镇人大主席应巍炜介绍，积分
制管理以一年为一个积分年度，
将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

格、不合格四个等次，以年度积分
考核结果作为评先推优、推荐优
秀委员的主要依据，解决部分“两
代表一委员”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自觉性不高、主动性不强的问
题。而对于调解工作开展优秀
者，龙山镇党委政府也将予以表
彰，进一步激发“两代表一委员”
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推动“两代表一委员”参与
调解工作制度化、长效化。

▶▶▶法庭功能前移再探索——司法确认解决“调而不结”

“有了司法确认书，我可安心
多了，谢谢你们！”日前，在龙山镇
某村调解室内，当事人徐女士向
调解团一个劲地感谢道。这一幕
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原来，徐女士和另一名当事
人王女士是生意伙伴，由于经营
理念不同，徐女士决定结束和王
女士的合作并撤资，双方随后就
退还金额问题产生争执，曾是邻
居的两人也因此反目成仇。了解
到该情况后，该村调解团立即介
入了解事情经过，并进行矛盾纠
纷调解。随后，双方就退还金额
达成一致，但王女士表示要分 2
年还清，徐女士却担心 2 年后对
方不认账，一直不敢达成和解。

为了消除徐女士的顾虑，调
解员主动提出为调解协议申请司
法确认。而通过司法确认以后，

如果被执行方拒绝履行或者未全
部履行约定义务，申请执行方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此一
来，徐女士才放心签署了和解协议。

“之前基层调解比较少用到
司法确认的手段，导致一起矛盾
纠纷调解成功后，如果当事人反
悔，调解组织只能联系双方重新
调解处理。”龙山法庭庭长潘文接
告诉记者，往年也曾出现过的“调
而不结”的情况，既耗费了调解人
员大量精力，也使调解协议的权
威性、调解员和调解组织的积极
性受损，不利于和谐稳定。

为了解决该情况，今年以来，
龙山法庭在原有基础上，将功能
再前移，在基层调解成功的前提
下，鼓励使用司法确认的手段，既
发挥人民调解成本低、效果好的
优势，又避免了调解协议易反悔、

难执行的不足，既有人民调解的
“柔情”，也有法院裁定的“刚性”，
真正给涉诉当事人吃下定心丸。

“深化‘龙山经验’，要求每一
名党员在基层治理中都要积极发
挥作用，形成人民调解在前，诉讼
手段兜底的工作机制，为百姓安
居乐业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龙山镇党委书记陆玲表
示，深化“龙山经验”的脚步不能
停下，下一步，龙山镇将继续通过
党建引领，协调各部门各组织力
量在基层治理中形成共识与合
力，实现矛盾纠纷综治综调、社会
问题群防群治，使“龙山经验”三
治融合真正拓展为层次化、规范
化、各具特色、符合地方社情的基
层治理经验，使人民群众在各个人民群众在各个
环节感受到司法的温情环节感受到司法的温情、、感受到感受到
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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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平台再延伸——
陆续设立村级综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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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调解现场

坚持党建引领 发挥基层优势 运用法治保障——

且看“龙山经验”如何提档再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