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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 本报记者 唐元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积极探索

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纠纷的新思路、新方法。为

此，处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

四川简阳市围绕人民调解工作

主动作为，不断将社会治理重心

向基层下移，发展“枫桥经验”，

探索构建人民调解“百米服务

圈”，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

会治理格局。

据介绍，简阳市自开展人民

调解“百米服务圈”改革试点以

来，通过村（居）民小组、居民小

区试点建立矛盾纠纷受理点，充

分发挥“分布广”“无门槛”“零距

离”“面对面”的优势特点，在“百

米”范围内及时就地化解涉及群

众利益的矛盾纠纷问题，有效解

决了人民调解力量弱、周期长、效

率低问题，实现了“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切实

筑牢了社会治理“第一道防线”。

“打造+培育”
强化示范引领

简阳市司法局通过整合村

民小组、居民小区等网格管理力

量，按照服务半径内居民步行不

超过10分钟的原则划定“服务

圈”。在简城街道、射洪坝街道、

贾家镇村（居）民小组、居民小区

试点建立矛盾纠纷受理点1207

个，做到掌握纠纷信息及时、化解

矛盾及时，减少了重信轻访、非正

常上访现象，实现小矛盾处置不

过夜、不出村，大纠纷稳控得当、

化解得力、不出乡镇（街道）。

简阳市按照“可复制、可推

广”的原则，选取20个地理位置

优越、软硬件设施齐备的受理点

进行示范打造，在鲜明对外形

象、规范工作管理、提升业务素

质、总结经验成效等方面进行重

点培育，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贴近实际、特色鲜明的示范

点建设工作，创出特色，形成规

模，在全市起到引领带动作用；

着力建设一批标准化、规范化的

服务型矛盾纠纷示范受理点，引

领带动全市人民调解工作向好

向前发展。

简阳市相继出台《简阳市构

建人民调解“百米服务圈”工作

考核细则》《简阳市专职人民调

解员管理办法》《简阳市专职人

民调解员考核细则》，从制度上、

体系上对人民调解“百米服务

圈”工作进行量化考核。

简阳市司法局从经费补贴

方面对调解组织和人员加大考

核力度，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一类

（90分及以上）、二类（80分~89

分）、三类（80分以下）。根据三

个类别，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

员会分别按 4000 元/年、3000

元/年、2000 元/年的标准予以

保障，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分别按 2200 元/年、2000 元/

年、1800元/年予以保障，人民

调解“百米服务圈”矛盾纠纷受

理点分别按600元/年、500元/

年、400元/年予以保障，不合格

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不予发放

工作补助。

“理论+实践”
提升能力素质

队伍建设的好与不好直接

影响着整个调解队伍。深谙调

解员能力提升对工作开展切实

有效的简阳市由司法、法院抽调

骨干力量共同组建业务培训授

课队伍，针对人身损害赔偿、征

地拆迁、房屋买卖、土地流转、婚

姻家庭及邻里关系五类常见矛

盾纠纷，“以案说法”对人民调解

员进行指导和培训，全面提升他

们的业务素质和理论水平。简

阳市司法局相关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探索实施‘导师制’人才培

养计划，遴选政治思想好、调解

经验丰富、有一定法律功底的

‘导师’与调解员建立‘一对一’

‘一对多’的结对帮扶关系，亲授

调解技巧，加强实战指导，手把

手传授实践经验。”

同时，简阳市还从村（社区）

干部、普法志愿者、人民陪审员、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治楼长、网格员、“五老”乡贤等

“法律明白人”和法律专业人才

中推选特邀调解员390名、兼职

调解员1207名，招聘专职调解

员21名；市法院、市司法局、市

网格中心、市法学会定期组织调

解员开展法律常识培训，法官、

司法助理员、村（社区）法律顾问

对调解技巧、疑难个案提供法律

指导；将人民调解的相关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组织模拟调解和庭

审观摩，针对调解文书制作及调

解技巧和案件登记、统计、上报

开展专题培训，对排查出来的突

出矛盾和问题及时进行分类处

置，广泛开展“随手调”工作，做

到排查一起、调处一起。

“调解+服务”
拓展工作实效

简阳作为成都“东进”战略

的主战场、主阵地，在“三新”简

阳的建设中，基层治理难度不断

加大，群众诉求复杂多样，婚姻

家庭、民间借贷、物业纠纷、征地

拆迁等矛盾纠纷多发高发，各类

矛盾纠纷涉及范围渐广、人数渐

多、规模渐大、密度渐深，不断突

显出调解组织不足、调解力量薄

弱、报案渠道不畅、调解周期过

长、调解效率低等短板缺陷，现

有的矛盾纠纷调解模式已远远不

能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为此，简阳市构建人民调解

“百米服务圈”，充分发挥基层职

能，定期收集社情民意，及时发

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隐患，实

现第一时间发现并快速化解矛

盾纠纷。各点配套链接法律援

助、法律咨询、公证律师等法律

服务指引，为群众提供精准、普

惠的法律服务。

同时，简阳市广泛开展矛盾

纠纷排查，受理并调处群众婚姻

家庭、乡间邻里、经营性、财产

性、侵权性等一般性民间纠纷，

提供指引法律服务，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引导公民遵纪守法、遵守

社会公德；建立法院、公安、综治、

网格、司法行政部门信息共享平

台，实行矛盾纠纷层级管控，落实

“五走访”“三排查”，完善“三所一

庭”联席会议机制，促进人民调解

“百米服务圈”规范运行。

截至目前，人民调解“百米

服务圈”共排查基层纠纷 412

件，调处矛盾413件，成功调处

率达95%；为村（社区）、乡镇（街

道）提供矛盾“预警”服务6次、

意见建议8条，调处服务10次，

为1731人次提供义务法律咨询

和法律服务引导。

“百米服务圈”畅通人民调解“最后一公里”
四川简阳市通过村（居）民小组、居民小区试点建立矛盾纠纷受理点，在“百米”范围内及时

就地化解涉及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本报讯 记者武艳杰报道

以“两岸合作，发展共赢”为

主题的第九届海峡两岸机械

产业博览会暨第十一届中国

龙岩投资项目洽谈会将于11

月8日在福建龙岩市开幕。

据龙岩市副市长王建生

介绍，本届展会在龙岩会展

中心举办，展览展示面积2.5

万平方米，其中室内1.3万

平方米、室外1.2万平方米，

共约1200个展位。展会共

设置了产业发展、工程和环

卫机械、专用车、军民融合和

应急装备、台湾和境外机械、

智能制造、配件等七大展区，

将现场展示工程机械、环卫

机械、专用车辆、军民融合、

应急装备、智能制造等机械

设备500多台，仪器、工具、

功能部件、配件5000多件。

目前，已确认参展的境内外

参展企业近400家。

据悉，海峡两岸机械产

业博览会是福建省政府确定

的全省两个机械类重点展会

之一，每年11月8日开幕，

自2010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八届。本届展会延续了往届

的常规活动，包括龙岩市项

目集中开竣工投产仪式、开

幕式、项目签约仪式、投资考

察及经贸洽谈等。此外，展

会还安排了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2018投资龙岩项目推介

洽谈会、“互联网+”项目对

接洽谈会、全国应急产业发

展研讨会暨全国应急产业联

盟第三次理事会、2018中国

（龙岩）专业汽车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生态环保产业论坛

暨环保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海峡两岸（龙岩）机械产业人

才交流合作大会等配套活动。

山西大同云州区540户易地扶贫搬迁户喜获新房

本报讯 近日，山西大

同市云州区易地扶贫搬迁西

坪镇中心村（一期）分房现场

彩旗飘飘、人头攒动，人人脸

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来

自全区 3 个乡镇 7 个村的

540户易地扶贫搬迁户喜获

新房。

“感谢党的好政策，以前

做梦都不敢想能在城里住上

楼房。今后孩子上学、看病

都方便了，打工挣钱门路也

宽了，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

头呢！”瓜园乡南坡村的搬迁

户靳秀英激动地说。

云州区新闻中心负责人

介绍说，为确保分房程序合

理、合法、公开、公正、透明，

使每位搬迁户对分房结果都

满意，分房仪式全程在区公

安局、镇纪委等相关部门的

监督下进行。分房活动采取

抽签方式进行，540户易地

扶贫搬迁户持有效身份证和

入场券，经工作人员验证后

依次入场。在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搬迁户按照验证、抽

号、登记、签字确认顺序进行

抽签分房。

据了解，近3年来，云州

区实施了12,420人的易地

扶贫移民搬迁工程，改造危

房5693户，整体搬迁12个

村，新建中心村5个，2016年

搬迁的4560人已全部入住。

（田孔社 魏 军 刘茂喜）

吉林长春波罗湖自然保护区环境改善候鸟云集

本报讯 记者王也报道

集田遥赴影，隔雾近相鸣。

金秋时节，吉林省长春市农

安县波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候鸟云集、鸣声不绝，10

万多只迁徙鸟类在这里停

歇，其中白鹳被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2012年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也是我国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

站在波罗湖保护区湿地

的湖畔放眼眺望，河道内、芦

苇间，一群群候鸟有的在水

中嬉戏，有的在空中翱翔，有

的在梳理羽毛，与这里的旖

旎风光无比和谐，构成了一

幅美丽的画卷。和白鹤一起

觅食的还有东方白鹳、大天

鹅、白琵鹭、大雁等候鸟。

据波罗湖保护区工作人

员介绍，今年来这里停歇的

候鸟有50多种，数量在10

万只以上。今年 9 月份以

来，通过吉林省河湖连通工

程，波罗湖湿地从松花江引

水2000万立方米，保护区恢

复水域面积1000公顷，湿地

环境得到大幅改善，为今年

秋季候鸟停歇提供了更好的

环境。

波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距吉林省长春市60公里，

湿地幅员面积180平方公里，

水面100平方公里，水深1米~

2.5米，属于内陆闭流碱性淡

水湖泊，是长春地区最大的

淡水湖泊，也是吉林省中部

唯一的一大块自然湿地，因

其底部平浅，状如早年间农

家的大笸箩而得名。

海峡两岸机械产业博览会将在福建龙岩举办

□ 张浩然

在河南省嵩县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社区德福苑，有一座家风

家训馆，它是用搬迁户旧房拆

掉的砖瓦建成的。馆内一组搬

迁前后居住环境的对比照格外

震撼。

近年来，河南把易地扶贫搬

迁纳入新型城镇化、现代产业发

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统筹

推进，走出了符合当地实际的易

地扶贫搬迁之路。

新家“四靠”
搬迁有保障

当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时，搬迁成了解决深度贫困的有

效途径。

“像变魔术一样变了一个新

房子。”在内乡县马山口镇汪沟幸

福小区的小院里，52岁的王桂娥

掩饰不住喜悦。

与王桂娥同龄的邵景华则

搬进了淅川县上集镇光明社区

23层的电梯房，从客厅望去，远

处的马尾山逶迤起伏。

“以前住的是土坯房，吃的

是坑里的死水，种的地是‘石浪

窝’，土层薄，浇不上水，只能望

天收。”邵景华说，“现在啥都方便

了。女儿读幼师，就在光明社区

幼儿园实习，负担轻多了。”

与靠近集镇的汪沟幸福社

区不同，光明社区毗邻工业园

区，是淅川县最大的县城安置

点，也是该县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去库存”的创新产物。社区

共安置1021户4208人。

淅川县政府党组成员衡尚武

说：“我们对安置房进行了科学

规划和严格的质量把关，让山里

百姓放心搬过来。”

靠县城、靠园区、靠乡镇、靠

乡村旅游点，河南省坚持安置点

选址“四靠”原则，确保贫困户搬

得出，推动搬迁群众生活质变。

“五有”标配
开启新生活

“房子没掏一分钱，水电门

窗、卫生间、厨房设施都给安装

好了，旧家具还给修理修理、喷

喷漆。”汪沟幸福小区的李占胜

开心地说。

从穷山窝进入现代化新社

区，搬迁群众开始了对新生活的

融入过程。

晚上6点多，55岁的贾新周

巡视完社区后回到楼上。作为

光明社区的保安队长，他对这个

公益岗很上心：“我得入户宣传，

比如，安全通道不能乱停乱放、

高空不能抛物等，过去的习惯得

慢慢改。”

“刚住进来时，有些人不习惯，

原来烧柴做饭，有的电器也不会操

作，得教他们。现在都习惯了。”

嵩县德亭镇副镇长王丽娜说。

有社区服务中心、有义务教

育学校、有幼儿园、有卫生室、有

综合文化场所，河南省按照“五

有”标准配套公共服务，让搬迁

户住得安稳，快速融入新生活。

“5个1”工程
致富有希望

“只要想干活，就有活可

干。”光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黄保兴负责统计务工信息，根据

贫困户掌握的技能向外推介。

“别的技术俺没有，就是能

吃苦耐劳。”王桂娥说。作为汪

沟幸福小区的保洁员，她每月能

领710元。此外，她还在社区扶

贫车间做小礼品包装，10月份领

了1400多元。加上光伏分红和政

策性补贴，经过“四议两公开”程序

后，王桂娥一家今年即可脱贫。

车间里，“学会一种技能，带

富一个家庭”的标语很显眼。正

在操作自动缝纫机的荆秋平说起

了自己的种种变化，比如，从家庭

主妇变成了工人，收入有了保障。

能从穷山窝搬到紧邻洛阳

4A级景区天池山的德福苑，37

岁的荆秋平很满意，工作也有劲

儿，去年已经脱贫了。不久前，

她还在社区扶贫车间技能竞赛

中拿到了第一名。

建设1个村级光伏小电站，

落实1项产业帮扶措施，建设1个

扶贫车间，有1人稳定就业，有1

份稳定收益，随着产业扶贫“5个

1”工程的实施，像荆秋平、王桂

娥一样被新生活激发出脱贫致

富动力的人越来越多。

预计今年年底前，河南省安

置点住房建设将全面完成。届

时，河南省“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建档立卡的26.03万贫困人口

都将入住“广厦千万间”，迎来美

好新生活。

搬 出 穷 山 窝 迎 来 新 生 活
——河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见闻

江西南昌江西南昌：：社区社区公共文化惠民生公共文化惠民生
近年来，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加快发展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提升社区图书馆、

文化馆等业余生活场馆品质，并且免费对公众开放，不断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图为市民在东湖

区图书馆内阅读。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