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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为人民 化解矛盾促和谐
——呼和浩特市推进依法治市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王丹

人民调解快速、

高效、不收费的特点，

使其成为化解矛盾纠

纷的第一选择。调解

过程中，人民调解员充

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然后根据案情讲解有

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

策，进行疏导协调，最

终，在当事人平等协

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

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帮

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

解协议。

人民调解始终秉

承以自治“消化矛盾”，

以法治“定分止争”，以

德治“春风化雨”的宗

旨，真正做到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热切期盼。2022 年

以来，呼和浩特市把实

践“枫桥经验”作为工

作理念，努力实现矛盾

不上交的目标，切实发

挥人民参与和促进法

治工作职能作用，不断

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

石，多措并举推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截至目

前，全市各人民调解组

织共办理人民调解案

件 3964 件。其中，调

解成功 3918 件，涉及

金额9853万余元。

患者伊某某因胆管结石在内蒙古某医院肝
胆科医治，于1月6日接受了胆管取石手术，术后
发生了感染性休克、腹膜后脓肿、内出血，引发急
性胰腺炎。1月24日，伊某某在休克状态下做了
腹膜囊肿手术，之后又被介入手术治疗3次，最
终，因术后病情恶化，于2月11日去世。

伊某某的离世，对家人打击很大，悲愤不
已。家属认为，伊某某住院以来，一个月的时间
内，先后接受了5次手术，每次手术医生只说明
不做手术会产生什么危害，做了手术就能解决问
题，然而最终却病故。沉浸悲痛无法自拔的家人

向呼和浩特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
解。

接到申请后，呼和浩特市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成立了由医学专家、调解员组成的专案
组，赴现场调取相关病历材料。通过背靠背的方
式，分别听取了医患双方的陈述。

专案组通过病历分析、医患陈述，作出综
合研判，给出调解方案。伊某某的去世为意
外，医院不存在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医院愿
意给予适当经济补偿。就此，该起医疗纠纷得
以解决。

此次成功化解医患矛盾，只是人民调解工
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建立了医疗纠纷、道路交通事故、劳动
争议、婚姻家庭、知识产权、商会等类别专业人民
调解组织，初步实现调解组织在重点行业部门的
覆盖，推动了调解组织建设的专业化进程。

同时，呼和浩特司法局指导各人民调解组
织根据行业特点建立矛盾纠纷受理、调解、履行、
回访等工作制度，使人民调解工作各个环节都有
章可循，做到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精准施策 提升纠纷化解效能2

呼和浩特市以法治建设为引领，不断优化
法治力量向基层聚集，让法治成为护航发展的

“最硬内核”。
呼和浩特市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

下简称物调委）紧盯法治建设这个“总目标”，
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广泛参与，深度融合，为基
层法治建设增色添彩。

“保护百姓权益，构建和谐社会。”近日，
呼和浩特市某小区业主额某为物调委送来了
一面锦旗。

原来，额某前段时间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
车，并获得 4S 店免费安装充电桩的服务，但当
额某联系物业公司进行确认安装工作时，却遭
到了物业公司的拒绝。额某表示，购车前期征
得过物业公司的口头同意才会选择新能源汽
车，现在物业公司以为广大业主的安全着想，

以安装充电桩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接安装，双
方就此产生了矛盾纠纷。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物调委第一时间
成立调解小组赴实地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不仅向额某普及了国家关于安装充电桩
流程的法律法规，让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还给
物业方提供了合理建议，配合充电桩安装公司为
业主额某解决“充电难”的问题，纠正此前的不守
信行为。随后，在调解员的见证下，双方签订了
调解协议书，该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此次纠纷的成功化解，不单单是为了满
足某一位业主的诉求，也是为了维护小区全体
业主的利益。呼和浩特市物业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副主任郑蓉向记者介绍说：“我们调解
员孰练掌握了关于安装充电桩的相关手续和
流程，加上不厌其烦的耐心疏导，才使得调解

工作没有走弯路，很快从当事双方各执己见转
变为意见统一。”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
作，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解决人民群众
矛盾纠纷搭建了专业的平台，提供了专业的调
解服务。

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司法局将围绕实现首
府高质量发展，把“一个统筹、四大职能”谋划
好、落实好，为首府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独创的化解矛盾、消除
纷争的“东方经验”，在解决纠纷中具有独特的
不可替代作用，是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
线”。呼和浩特市努力把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当
做“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抓手，积极践行新时
代“枫桥经验”，用专业的水准、真挚的情感服
务群众，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标本兼治 拓展依法治理路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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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基层是社会治理的
“神经末梢”，为深入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向基层延
伸，呼和浩特市通过“闭环工作法+联动工作法+
网格＋人民调解”工作模式，确保矛盾纠纷排查
全覆盖，确保调处化解工作优质高效，确保第一
时间发现和调处纠纷，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

“闭环工作法”：充分发挥基层人民调解组
织网络健全、遍布城乡和人民调解员贴近基层、
群众信赖的优势，常态化开展村（居）调委会每
周、乡镇（街道）调委会每月、旗县区司法局每季

度拉网式矛盾纠纷排查活动，建立了“拉网式排
查加销号式化解”机制，形成调解工作的“闭环”，
确保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矛盾纠纷
激化升级。

“联动工作法”：充分发挥司法所、派出所联
防、联建、联治优势，定期对辖区内的矛盾纠纷展
开排查，及时调处，做到信息互通，实现合力化
解。同时，统筹律师、公证、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
资源，组建专门调解团队联动开展工作，对不宜
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或调解不成的矛盾纠纷，引导
当事人通过行政复议、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

“网格＋人民调解”：充分发挥网格化治理
和人民调解双重优势，以社区为网格，第一时间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各司法所指导
1000 多名专职人民调解员以网格为单位，开展
拉网式、无死角矛盾纠纷排查，提高了排查化解
纠纷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呼和浩特市真正做到“发现得了、化解得
掉、稳控得住、处理得好”，切实把各类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为构建新时代大
调解工作格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

重心下沉 夯实依法治市基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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