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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奉献，珍惜和谐”。这是

不久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汤

海庆在调研我市矛调工作时，对花

街镇“爱珍调解室”的评价。事实

上，矛调成果并不仅仅归功于每个

单独的个体。近年来，花街镇引入

“大调解”的概念，通过强化部门单

位衔接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像一张

网络一样牢牢“逮”住每个矛盾纠纷

并进行就地化解，筑牢社会维稳的

第一道防线。

在花街镇，各村矛盾纠纷最初接

手的是村网格员、调解员、值班村干

部等，而后到镇民情民访代表员、联

村干部、工作片工作人员，再通过镇

四个平台、派出所的“一警情三推送”

以及相关村的反馈，分流到镇矛调中

心、镇调委会，最终才到市矛调中

心。与此同时，还有镇领导接访、市

领导要访等信访机制，基本已经在镇

内构成解决矛盾的闭环。

如何确保第一时间获取矛盾纠

纷动态呢？一直以来，花街镇定期

开展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大排查活

动，设定每月 28 日为调解工作例会

固定日，建立每周一排查、每月一分

析研判机制。仅以每月例会为例，

不仅该镇分管领导、专职调解员、各

村调解主任参加，还邀请派出所、司

法所及倪宅法庭工作人员前来指

导。会上，每个村汇报辖区本月发

生的矛盾纠纷情况，派出所作整个

辖区的案件通报及每月警情分析，

剖析案件类型及高发村庄等大致概

况，准确把握纠纷苗头，跟进纠纷动

态，防止纠纷升级。

花街镇同样非常重视“一警情三

推送”机制和“一中心四平台”建设。

“一中心四平台”网格员每日巡查，第

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平台并进行分流，

有效发挥平台响应快的特点，加快矛

盾纠纷调处速度。派出所遇到情况

复杂，需要其他部门参与化解矛盾纠

纷时，立即启动“一警情三推送”机

制，将情况推送至基层治理平台，根

据需求联合司法所等部门开展联动

化解，实现“降警情，控发案，保平

安”。

在构建矛调网络的基础上，花街

镇同步提升调解工作者专业水平。

在前不久的调委会换届工作中，该镇

把公道正派、群众威信高、热心人民

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法律

知识的人推选进村级调委会，建立了

一支高素质的人民调解队伍。在新

一届调委会主任、专职副主任、委员

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38 人，占比

27%，提高了15个百分点。

考虑到基层调解员法律知识欠

缺，在开展日常培训的基础上，市司

法局为各镇街区聘请农村法律顾

问。花街镇26个村实现农村法律顾

问全覆盖，法律顾问的信息在村里公

示，每个村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与他

们沟通，使基层调解员的综合素质和

工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花街镇党委书记吕广望说，近年

来，该镇坚持把矛盾纠纷化解作为维

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尽管这

是件苦差事，磨破嘴、跑断腿、遭白

眼、受冷落时常发生，但对调解工作，

全镇上下依然热情饱满，以乐于奉

献、敢于担当、敢于直面的态度，主动

参与矛盾化解，加快形成优质高效化

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格局，为我市“重

要窗口”建设贡献花街力量。

□记者 陈慧 通讯员 吕燕敏

“爱珍调解室”从名不见经传到家喻户晓

花街镇“三个一”打造基层治理金名片

一项举措
构建分层递进调解模式

6月23日晚18时许，花街镇某企业

职工韩某在调试设备时，不慎被突然启

动的设备压到，当场死亡。案发第三

天，正值端午假期，应双方当事人迫切

需求，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派出所

迅速展开调解，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

企业方自愿一次性支付死者家属死亡

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精神抚慰金等

共计人民币 90 万元。双方当事人对调

解结果表示满意，现场向工作人员致

谢。

这是花街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中心（以下简称“镇矛调中心”）调解

的一个案例。在该中心，工作人员面对

的是偌大的花街辖区，常住人口3万，新

居民近3万，婚姻家庭纠纷、损害赔偿纠

纷、房屋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等时有

发生，该中心根据每个案件的特点，分

层递进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以涉及死亡的矛盾纠纷为例，一般

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到中心调解时往往

已经案发三四天，矛盾很可能已经恶化

升级，调解也因此被动低效。该镇就将

调解关口前移，警情联动：派出所接到

命案第一时间告知司法所，不论死者家

属和企业有没有调解意愿，司法所主动

掌握死者及家属信息，了解案件动态，

双方如有意愿，即便是周末或节假日，

也第一时间召集进行调解，往往在案发

第三天介入。当天若调解成功，协议马

上兑现，既获得了当事人双方的认可，

又避免了司法程序的耗时耗力。

不仅仅是死亡案例，花街镇分层递

进举措体现在矛盾纠纷化解的方方面

面。日前，该镇最老牌的个人品牌调解

工作室——老应调解室负责人应来山

接到一起感情纠纷，男方当事人与女方

同居五年多，期间一起在工厂当门卫，

工资交女方管理。近日女方以出去当

保姆为由，不再继续和男方相处。男方

情绪激动，扬言要杀死女方。村里化解

不了，应来山第一时间介入调解，稳定

了男方情绪，双方决定到镇里协商解

决。

通过分层递进式调解，在花街镇，

基本每个纠纷都能通过村镇递进、部门

联动逐步化解，切实做到一站式受理、

一条龙化解、全链条解决，百姓最多跑

一地、只进一扇门，就能解决烦心事、揪

心事。目前，该镇涉及死亡的重大矛盾

纠纷基本在2天—4天内就能够解决。

十多年积案，从受理到解决仅半个月；涉及死亡的重大矛盾纠纷，2 天至 4 天内成功调解；简单矛盾纠纷，最短两小时内成功调
解；一般矛盾纠纷，7天内成功化解⋯⋯这是花街镇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中的一组数据。

近年来，花街镇把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作为一项重大要作来抓，通过构建人民调解“1+2+N”（1名司法所长+2名专职调解员+N个
兼职调解员）机制，创建矛盾纠纷分层递进调解模式，切实做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条龙化解、全链条解决，让大量矛盾纠纷在诉
讼前调和化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该镇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矛调招牌“爱珍调解室”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一个品牌。

一套机制 打响“爱珍调解室”知名度

近年来，花街镇充分发挥驻企服

务员、基层治理网格员、民情民访代

办员“三大员”作用，探索形成了“以

人民调解组织建设为基础、多元化解

纠纷体系为纽带、‘1+2+N’人民调

解机制为主体”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新格局。而这套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的背后，是一个个爱岗尽责且个性鲜

明的矛调个体。

花街镇司法所所长、社会治理办

主任、爱珍调解室负责人楼爱珍，从

事基层司法工作已有 20 多年，她曾

在 2007 年、2018 年被省委省政府评

为优秀人民调解员，2012 年被省委

政法委评为“百家人民调解能手”，

2013 年获评国家级模范调解员。她

还是省人民调解协会常务理事、市人

民调解协会副会长，花街镇的“金牌

调解员”。她总说，自己做的都是分

内事不值一提，但她丰富的法律知识

储备、出色的业务能力、丰富的工作

经验，让她成为矛调工作的佼佼者，

也是“爱珍调解室”的灵魂人物。

今年，花街镇专门从众多竞聘者

中选拔出两名退休工作人员——陈明

松和施子望，担任该镇的专职调解

员。在基层遇到的矛盾纠纷复杂琐

碎，往往很多在法律法规里都没有明

文规定。72 岁的陈明松从事调解工

作已经10多年，担任语文老师也有多

年，尤其擅长以理服人，在没有法律依

据的情况下，他灵活运用村民们都能

接受的民俗公约，助力矛盾纠纷化解。

到镇矛调中心化解矛盾的村民

往往积怨已久，情绪激动，如何让他

们平息情绪、缓和态度成了一项高难

度的工作。施子望从事公交驾驶工

作20多年，接触的都是市井百姓，尽

管没有太多方法和技巧，但他的生活

和工作经历让他和老百姓心意相

通。他知道百姓的诉求，也明白他们

的想法，再加上比较平易近人，很快

就成了老百姓心中容易亲近的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花街镇还创

新创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人才库”，

也就是“1+2+N”中的 N 个兼职调解

员。他们有党员、网格员、乡贤、妇

联干部、退休干部等。如上文提到的

应来山就是市人民调解协会会员，从

事调解工作已经 50 多年，尽管已经

74 岁了，眼睛都花了耳朵也不灵了，

但他有时还专门坐公交车到镇里对

接案件，可谓把村里的事情当自己的

事情来做。每个月他还会到司法所

拿《浙江法制报》、《人民调解》杂志学

习纠纷化解方法，可谓活到老调到

老。

“多亏了你们，我们的事情才能

那么快解决。”这是在花街镇矛调中

心常常听到的一句话。1 月—11 月

花街镇调处各类纠纷310起，涉案金

额 688 余万元，调处成功率 100%；

涉及死亡的重大矛盾纠纷 9 起，均在

案发 2 日—4 日内调解成功；无上交

市矛调中心的案件，真正做到“小事

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凭借出色的

调解成果和楼爱珍个人影响力，“爱

珍调解室”也逐步成了花街镇家喻户

晓的品牌调解室。

一张网络 筑牢社会维稳首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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