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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动态可视化管控 确保社会持续稳定
琼海市依托社管平台全面提升城乡社会治理水平

本报记者●李亮●赵芳

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域。工作人员坐
在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指挥中心里，就可以
通过屏幕上显示的各类数据掌握全市社会态
势和相关工作信息。

2021年5月，海南省琼海市社管平台指
挥中心正式启用运营。该平台实现了对社会
动态的全天候、全地域、全覆盖可视化管控，
为全面提升琼海市社会治理水平，确保琼海
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
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整合数据信息
构建横纵联动的指挥调度体系

琼海市社管平台按照“一总四分”架构
建设，分别为市总体平台、综治分平台、公安
分平台、边海防立体防控分平台和应急消防
分平台，主要包括社会治理指挥调度体系、基
层治理信息化、重大活动安保、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及视频资源解析应用等方面的建设。

“平台搭建态势一张图和指挥调度一张
图，汇聚公安、消防、应急、法院、12345平台等
22家本级单位部分业务数据，可通过数据感
知全市态势信息。”据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琼海市社管平台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指挥调度体系，纵向打通省、市、镇、村，横
向联动市级各业务部门，实现巡检预警、事件
分派、指挥调度。目前，平台已将指挥调度能
力部署至公安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运输
局、消防救援支队、武警中队、应急管理局等6
个联勤联动单位和13个镇（区），为处置社会
治安事件提供技术支撑。

加强监控应用
提高治安防控和安保水平

“社管平台接入视频监控7500余路，打造
了全市视频监控的资源池，覆盖城镇主要道路
卡口、铁路沿线、机场、车站、学校等重点区域
以及全市209个基层行政村，实现重点部位、重
点区域监控应接尽接。同时，琼海市探索建立
视频监控资源共享机制，视频监控资源向各部
门开放使用，并初步建立回访机制，加强视频
监控资源共享应用管理。”琼海市社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社管平台与市“双城”工作指挥
部、交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效联动，将智能
化解析预警信息及时推送至交警、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处置，实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
间解决问题的高效工作格局。

为提高社会治安防控和重大活动安保

水平，社管平台强化智治支撑，建设人像识别
抓拍监控，应用于破获盗窃、涉毒、抢劫及追
逃等各类案件的侦破工作中。建设车辆卡口
抓拍监控，具有车牌查询、车辆轨迹、以车搜
车等功能，用于日常案事件研判分析、指挥调
度、交通管理等。建设“情指行”一体化可视
指挥系统，用于警情定位、警情处理、警员分
布、视频监控调阅和指挥调度、接处警等，从
而构建起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同时，平台还建设公安部门重大活动安
保系统，整合省、市两级公安部门的信息数据，
从总体态势、路线警卫、现场警卫三个维度，集
中调度所有警力、卡口、检查站等信息，通过动
态可视化大屏“一张图”，实现扁平化高效指挥
决策，强化重大活动安保防控体系，为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提供坚强有力的平安保障。

打造智慧博鳌
提升智慧小镇服务管理能力

为了打通博鳌镇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堵
点难点，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现一个安
全、稳定、和谐的特色田园小镇，“博鳌云管
家”系统正式启动。该系统接入市社管平台
626路本地视频资源，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

城镇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为主
要目标，汇聚镇级人口、环境、经济、教育、医
疗、旅游、公共设施等信息数据，部署 800 套
物联感知设备和 21 套海滩监控，应用于旅
游、行政执法、城市安全、应急管理、环境整治
等方面。

在“博鳌云管家”屏幕上，记者不仅能实
时了解到博鳌镇的环境、人口流动等信息，还
能通过全镇117个安全巡查监控点位，全面了
解博鳌镇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风险防控情况。

“这里发现有人在焚烧秸秆！”在“博鳌
云管家”大厅里，博鳌镇相关负责人为记者演
练了环保高位监控场景。演练显示，系统通
过监控、分析等手段，实现对秸秆焚烧、森林
防火的实时告警。博鳌镇综治中心值班人员
收到预警信息后，第一时间视频连线附近工
作人员，同时联系综合执法中队赶到现场共
同处置。

同时，博鳌智慧治理系统还对接综治网
格化信息平台和党建系统，应用“户联系、组
协调、村处理、云化解”的“四级化事法”，有效
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实现“琐事不出户，小事
不出组，难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引领乡村
治理新模式。

快速便捷化解矛盾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陵水县积极打造矛盾纠纷大调解的新“枫”景

本报记者●李亮●赵芳

打造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
叫响“枫桥经验”之“海南模式”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一群专职人民调
解员，他们活跃在村（居）群众身边，第一时间
发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就地化解，让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2014年，陵水县率先在全省推行以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聘任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为全
县行政村（居）委会聘任专职人民调解员，目前
已实现全覆盖。此外，陵水县司法局充分发挥
优秀人民调解员的模范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打造品牌化、专业化的专职人民调解队伍，打
造了苏中法、罗尤珍个人调解工作室。

“苏中法和罗尤珍都是在2013年加入人
民调解员队伍，10年来调解成功的案件超过
千件。他们各自在农民工薪资纠纷和医疗纠
纷调处领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和品牌，获得
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口碑。”陵水县司法局局
长刘文亮介绍说。

在陵水县，像苏中法、罗尤珍这样的专
职人民调解员共有 265 名，他们每天走村串
户、深入田间地头，方便、快捷、高效地调解矛
盾纠纷，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赞誉。值得一提
的是，陵水县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成
效做法，得到中央政法委、司法部的充分肯
定，被司法部誉为“枫桥经验”之“海南模式”，
并逐步在全国推广“陵水经验”。

成立“包点法官服务站”
群众在“家门口”化解纠纷

“人民群众需求在哪里，司法服务就延
伸到哪里。”为此，陵水县人民法院将化解矛
盾纠纷的“主阵地”从法庭延伸到群众的“家
门口”，努力做到前端化解、多元解纷，助力基
层社会治理。

今年5月17日、6月9日，陵水县法院“包
点法官服务站”先后在新村镇盐尽村、群英乡
南平居、本号镇芭蕉村揭牌成立。“包点法官
服务站”的成立，标志着陵水县在加强基层基

础建设、服务群众方面又迈上新台阶，陵水县
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也向基层延伸、
向社会延伸。

“包点法官服务站”成立后，陵水县人民
法院充分发挥服务站前沿阵地作用，抓前端、
治未病，坚持能动司法，加强诉源治理，全面
开展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纠纷化解等服务群
众工作，主动协助基层调解组织进行矛盾化
解，推动诉讼服务进一步下沉，全力打造具有
基层人民法庭特色的多元解纷诉讼服务体
系。

除了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普通民
事矛盾，“包点法官服务站”还参与重大案件、
群体性纠纷、突发性事件的调处工作，对有诉
讼需求的困难群众，协调院里相关业务部门
开展诉前调解，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挂牌行政争议调处中心
打造司法服务自贸港“样板”

7 月 13 日、25 日，陵水县行政争议调处

中心先后在陵水县司法局、陵水县人民法院
正式挂牌成立。

陵水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肖峰表
示，陵水县行政争议调处中心的成立，是推动
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扎
实举措，也是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积极探索。

陵水县行政争议调处中心以化解行政
争议为目标，以构建“渠道多元、资源集中、府
院联动、各方协同”的行政争议治理大格局为
着力点，形成“一个中心”“两条主线”“多方参
与”的多元调处模式，努力将行政争议化解在
萌芽状态、化讼在基层，推动矛盾化解从终端
裁决向源头预防延伸。

据了解，目前，陵水县人民法院已经完
成制定调处中心工作流程、组建调处人才库
等前期准备工作，投入运行后将在实质性化
解行政纠纷、降低“万人成诉率”等方面发挥
效能。

家有烦心事，邻里之间有了小摩擦，请调解员来评评

理；遇到解决不了的矛盾，在村里就能找到“明白人”理清

事；涉企买卖遇到问题，在家门口就可以“面对面”反映诉

求；行政纠纷有地儿说、有人管、有回应，自身合法权益有

了更好保障……在陵水县，这些情况随处可见。

近年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立足“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善治理念，

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按照“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

链条化解”的工作思路，建机制、定规则、搭平台、优服务，

群众合理诉求“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构建起了专职

化、多元化、全覆盖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

专职人民调解员郑昌连专职人民调解员郑昌连、、胡庆春穿上黎族服饰胡庆春穿上黎族服饰，，通过通过““双语双语””拉家常的方式进行调解拉家常的方式进行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