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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最美“枫”景 共筑平安首府
呼和浩特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有力度更有温度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认真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积极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在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水平、预防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走出了一条边疆首府矛盾纠纷预防

化解新路径。

明确需求跟进落实
化解矛盾“全链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
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呼和浩特市不断提高基层矛盾纠
纷多元预防化解工作法治化水平，加强组织领导、
压紧压实化解责任，通过抓工作机制、“一站式”阵
地、队伍专业化以及专业组织，努力形成特点鲜明
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创新经验。

清泉街社区居民史某是一名孤儿，多年来一
直独自生活，曾经入狱服刑。刑满释放后的史某，
因长期与社会脱节，性情有些暴躁，经常因房屋漏
水、噪音扰民、扰乱公共秩序等与邻居发生矛盾。
史某所在社区了解情况后，按照“爱心感召、解难
纾困”的理念，耐心与其进行情感沟通，竭尽全力
帮助史某解决困难。经多方协调，社区还帮助史
某组建了家庭。如今，史某自觉当起了社区矛盾
调处志愿者，只要社区有需要，他总是跑在最前
面，谁家有困难他都尽力去帮助，特别是在社区搭
建的“荷香唠嗑室”矛盾调处阵地，史某以身说法、
以事明理，成功化解多起矛盾纠纷。在清泉街社
区的帮助推动下，很多与史某情况类似的当事人
实现了由“拒不接纳”向“主动配合”转变，由“心灰
意冷”向“燃起希望”转变，由矛盾纠纷“当事人”向
矛盾纠纷“化解人”转变。

在清泉街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建长廊、
小广场、说理堂等已成为矛盾化解的阵地。“闲”聊
不“误”事，社区将居民的大事小情入账处置，形成

“了解需求、跟进落实、反馈结果、成效追踪”主动解
决问题的全链条，真正做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2023年，清泉街社区被评为全国新时代

“枫桥经验”先进典型，该社区矛盾化解工作成功经
验是呼和浩特市各地相关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一个个立足本土、特色鲜明且富有成效的矛盾
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模式在首府落地生根。

强化队伍充实力量
多元解纷重实效

2023 年，呼和浩特市委政法委、呼和浩特市中
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联合印发《关
于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
作机制 进一步加强新时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的意见》，有效整合调解资源，强化调解职能，形成
工作合力，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着力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目前，全市共建立人民调解组织 1508 个，选聘
人民调解员 4112 人。人民调解注重围绕社会难
点、热点纠纷，建立健全排查调解工作机制，采取
措施防止矛盾激化，把纠纷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化解在基层。2023 年，全市各人民调解组织共排
查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案件 8274 件，涉及当事人
17272人，涉及金额3372.95余万元。

全市各地区通过资源整合、功能聚合、工作融
合，成立 1448 家实体化矛盾纠纷化解联合服务中
心，其中市级 1 个，依托呼和浩特市信访局建立运
行；旗县区级 9 个，街道、乡镇级 89 个，依托综治中
心建立运行；社区、村级 1348 个，由政法委指导，依
托社区、村党组织建立运行，实现了群众诉求“一
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2023 年，各
级实体化矛盾纠纷化解联合服务中心共受理矛盾
纠纷7748件，化解7026件，化解率90.68%。

高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离不开专业化队伍，
呼和浩特市选聘优秀退休法官和具有丰富调解工
作经验的律师、公证员等各类人员，将之纳入调解
员名册，建立调解人才库。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共
有各类调解员 357 人，专家调解员 26 人，引入各类
调解组织 134 个，专业调解组织 24 个。2023 年，全
市法院通过委派调解、专职调解等形式调解成功
案例达 15611 件，调解成功率达 62.6%，人均化解案
件 39 件，数量位居自治区前列。同时，全市组织
143 家律师事务所和 80 个司法所结对帮扶共建，开
展“千名律师进乡村”活动，安排 1433 名律师下沉
到各村、社区，充实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协助乡镇

街道和村居调委会开展“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
工作。

此外，呼和浩特市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
行业、专业领域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在医疗、物
业、涉校等矛盾纠纷多发、矛盾化解困难领域成
立了医调委、物调委、校调委等市级调解组织，基
本做到了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其
中，成立最早的呼和浩特市医调委是呼和浩特市
司法局、卫健委等十个职能部门于 2013 年共同
推动成立的妥善处理医疗纠纷、化解医患矛盾的
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机构。近年来，该机构
逐步探索出符合首府实际的医疗纠纷化解模式，
即“医疗风险源头预防、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医疗
责任保险保障、医疗损害依法赔偿”四步工作法，
把医疗纠纷从医院引到调解机构，再由专业人员
调解、保险公司赔付保障，这一模式将人民调解
与医疗纠纷充分对接，有效缓解了政府及相关部
门应对医疗纠纷的压力，使医疗纠纷处理走上了
专业化、法治化的轨道。医调委成立至今，共接
到医患咨询 2.2 万余次，接待来访 1.7 万余人次，
受理涉及赔偿纠纷案件 2395 件，调解成功 2276
件，调解成功率达 95%，调解协议执行率 100%，
累计出现场调解 3300 余次，妥善处置重大纠纷
360余起。

因地制宜全心服务
做好群众“解铃人”

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措施方法最终目的就
是要做好群众的“解铃人”，各地各部门因地制
宜，结合实际为群众办实事，让百姓的烦心事得
到及时化解。

2023 年除夕夜，玉泉区公安分局长和廊派
出所接 110 指挥中心转警：一男子爬上 18 楼天台
欲轻生。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一边
安抚男子的情绪一边了解情况，得知该男子是因
某建筑工地拖欠其 2 万余元工资，经多次讨薪未
果后萌生轻生念头。于是，民警现场组织开展化
解工作，主动与当事人聊天，耐心倾听、了解其诉
求，并承诺与工地负责人协商沟通，最终，将当事
人从 18 楼天台劝解下来。劝解成功后，长和廊
派出所积极联系街道办事处成立应急小组，商讨
应对方案和解决办法，并与工地负责人联系，制
定处置措施，使对方由“态度生冷”向“同情理
解”转变。工地负责人筹集到资金后，将拖欠的
2 万余元工资送到派出所，交给当事人，使这起
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在这起矛盾纠纷调解过程中，长和廊派出所
秉持“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的工作
理念，持续深化“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
不缺位”任务目标，全力打造了基层治理新样板。

托县五申镇作为农业大镇，随着经营主体
的多元化发展，新型经营主体与传统农户之间的
利益冲突日益凸显，部分村民为了追求利益最大
化而进行不正当竞争，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经
营秩序，导致农企间土地流转纠纷突出。对此，
五申镇坚持“防、攻、守”并举，有效化解调处了
一批涉众且法律专业性强的土地流转经营矛盾
纠纷，切实维护了辖区健康良好的农业生产经营
秩序，探索出一条土地流转经营群体性矛盾纠纷
化解新途径。

……
“现在有啥难事我就给 12345 打电话，通过

这个热线可以说心里话，遇到矛盾纠纷不用愁，
难事也都能解决了。”市民杨晨表示。

市民贾美玲说，社区“网格员”经常到家里
串门，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能找社区解决，涉及
居民利益的问题，大家就到社区一起商量，社区
都能想办法帮大家解决。

满意不满意，群众说了算。2023 年，呼和浩
特市被评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
城市，正是源于全市坚持防范在先，做好源头治
理，全力开展各类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最大
限度将矛盾纠纷发现在苗头、化解在萌芽，切实
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呼和浩特市委政法委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