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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出炉 呼伦贝尔榜上有名
呼伦贝尔讯 近日，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法治时代》创新论坛暨中国民主法制
出版社 35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呼伦贝
尔市委政法委申报的案例《线下实体化+线
上信息化 打造呼伦贝尔解纷新模式》荣获第
二届《法治时代》创新论坛“2024年社会治理
工作创新案例”。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也成
为各项创新案例中自治区唯一一个上榜的盟
市委政法委。

呼伦贝尔市地域面积大，人口居住密度
低，尤其是在农区和牧区，农牧民居住较分
散，矛盾纠纷很难进入矛调中心面对面解决，
致使部分矛盾纠纷无法导入法治化轨道运

行。解决实体化服务范围有限的短板，需要
加快推动信息化建设，通过打造线上调解平
台，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项目的线下实体化部分，采取常驻（长期
入驻）、轮驻（轮换值班）、随驻（预约服务）三种
模式，建立市级调处中心1个、县级14个、乡级
141个、村级1167个，基本实现了“一站式”矛
盾纠纷调处中心（室）功能覆盖，入驻部门人员
和社会力量达6000余人。依托全市各级综治
中心，以健全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基
础，实现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大调
解无缝对接，建成23个涵盖家事、民事、商事和
行政领域的调解工作站，建立访调、交调、物
调、医调、纪调、诉调、检调、公调等多调对接机

制，尤其市、县两级中心已经从实体化建设向
实战化运行转变，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由分散化
管理向平台化治理升级。

项目的线上信息化部分则依托市域社
会治理指挥调度平台，建设“呼必行”一码
解纷系统，群众通过微信小程序扫描解纷
码，即可完成矛盾纠纷即时上报、在线视频
远程调处、司法确认线上流转，办理进度实
时查看等事项操作，整个过程大大缩减群
众上报、等待处理的时间，以最简便的线上
流程对接方式，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诉累，促
进案结事了。

通过“线下+线上”的解纷模式，依托信
息化平台，将更多资源向基层倾斜，更好地为

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扭转基层单打
独斗的困境，真正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
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服务”。三年来，四级
矛调中心累计为7.38万人提供解纷服务，成
功调解各类纠纷58967件。

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将持续优化和完
善这一模式，聚焦多元解纷，将更多资源和服
务下沉基层，积极拓展“五方调解”“四微四
化”“涉外矛盾解纷”等5个全自治区“枫桥经
验”典型工作品牌，系统集成推广经验成果，
以品牌效应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让
一地探索的“盆景”变为全域“枫景”，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王月 苗欣羽）

“天凉了，走‘敖特尔’的牧民
们从夏季牧场要陆续回家了，今天
我们开会商量一下，本周末去夏季
牧场为牧民们讲点啥内容……”

“破坏草原生态的后果怎么
样？”

通辽市扎鲁特旗人民检察院
会议室里，该院“萨日朗”公益法
律顾问团的几名检察官热情地讨
论着。

扎 鲁 特 旗 地 处 大 兴 安 岭 南
段 、科 尔 沁 草 原 腹 地 ，常 住 人 口
25.18 万人，其中农牧民占人口总
数的 52.97%。走“敖特尔”是蒙古
族 游 牧 文 化 的 重 要 习 俗 ，“ 敖 特
尔”在蒙古语中意为“走场”或“转
场”。每年 6 月，参与“转场”的牧
民们以家庭为单位开着车、骑着
马、拉上生活器具用品，赶着家里
所有的牛羊，从冬营地（居住地）
出发，奔向水草丰美的夏营地放
牧，给冬营地草场“放假”，待天气
转 冷 、牧 草 枯 黄 后 ，再 返 回 冬 营
地。

为了满足农牧民群众更广泛
的法治需求，做到真正将检察工
作融入社会治理大局，今年 3 月，
扎鲁特旗检察院结合工作实际，
成 立 了“ 萨 日 朗 ”公 益 法 律 顾 问
团，同时在包联的格日朝鲁苏木
设 立 了“ 萨 日 朗 ”公 益 法 律 服 务
（宣传）工作室，旨在以格日朝鲁
苏木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乃至
全旗农村牧区法治宣传教育与依
法治理水平，推动形成基层法治
需求与普法供给之间更高水平的
动态平衡。

“在选拔顾问团成员方面我
们进行了多方面考量，最终选择

‘以老带新’的模式，由两名检察
骨干带领两名年轻检察人员，既
符 合 新 时 代 检 察 建 设 培 养 新 型
人才的要求，又能有效兼顾到农
村 牧 区 普 法 对 现 实 法 律 问 题 的
切 实 需 要 。”扎 鲁 特 旗 检 察 院 政
治 部 主 任 那 仁 满 都 拉 介 绍 说 。
经选定，“萨日朗”公益法律顾问
团由四个小组组成，小组成员涵
盖检察机关三大业务部门，将刑
事 、民 事 、行 政 等 专 业 双 语 人 才
囊括其中。

顾 问 团 为 精 准 把 脉 法 律 供
给，做实调研，多次派出工作组到
农村牧区开展调研，听取嘎查两
委班子和群众代表意见，根据农
村牧区干部群众需求，提供“定制
化”法律服务。不仅如此，顾问团
成员还深入“夏营地”，与牧民们
席地而坐，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
和法律服务。

“除了面对面开展普法宣传
活动，我们还结合本院微信公众
号普法栏目《扎鲁特·检说》《扎检
说法 微微道来》等发布法律知识
和典型案例解读，让群众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扎
鲁特旗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
察长李春亮介绍道。

据了解，“萨日朗”公益法律
顾问团成立以来，共深入农村牧
区 6 次，开展普法宣传 7 次，受众
近 10000 人次，解决农牧民法律诉
求 10 余件。

下一步，扎鲁特旗检察院将
继续发挥“萨日朗”公益法律服务
（宣传）工作室的作用，为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的法律服务，为建设
法治扎鲁特贡献检察力量。

上都讯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公安局
全力打好生态保卫战，逐步探索形成的保护生
态环境、保障绿色发展的警务新机制，将守护生
态安全政治责任落实到每个具体行动、每项具
体工作、每件具体事情上，以实际行动为绘就人
与自然和谐新画卷贡献公安力量。

该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按照“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
运行模式要求，通过建立多部门生态保护行刑
衔接机制和数字监管平台等途径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并将公安工作融入生态保护、生态治
理大格局，结合地区实际，优化警种联动、深化
部门协同、强化宣传引导，迈出了新型生态警
务新步伐，绘就绿水青山“平安色”。同时，精
心构建“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
发动”的生态守护新格局，设立守卫山水林田
湖草沙的“巡逻员”、动物保护的“救助员”，在
农牧区设立生态警务“联络员”，每年组织参加

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培训
班，及时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具体工作中，有
力服务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此外，该局会同市场监管、卫健等行政
执法部门，不断对商超、药店、食堂等场所开展

“地毯式”集中清查行动，主要针对经营许可
证、卫生许可证、健康证，进货渠道合法性、食
品是否存在包装损坏及过期等进行检查，督促
各经营者增强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认真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健康关、进货关，严防
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发生。同时，民辅警积极向
经营业主宣传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性，告知负
责人售卖假冒伪劣食药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和后果，表明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行为的严肃态度，鼓励群众一旦发现售卖过
期、假冒食品、药品和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
为，积极举报犯罪线索。

（石玮）

让法治“萨日朗”

绽放在通达辽阔的草原上
本报记者●刘琪

本报讯（记者 柴红）近日，市民王先生
向本报记者反映：他亲戚从单位分到的中秋
节福利“桃李”品牌的熊不换有机甜糯玉米
在外包装完好的情况下，玉米外观颜色有些
发暗，吃起来感觉不新鲜，并有不少烂籽。

据王先生反映，福利产品出现的问题还
涉及到其单位的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巴
彦淖尔市临河区等分公司。随后，记者在王
先生提供的视频里看到了所谓的坏籽玉米。

9 月 12 日，针对王先生反映的问题，记
者采访了内蒙古桃李食品有限公司呼市分
公司销售经理王先生。王先生表示，视频里
确实看到了坏籽玉米，但要确认是否经过二

次蒸煮，因为蒸煮的火候和时间都可能影响
外观，最好能看下实物再确认。视频里瘪
的、颜色浅的是甜粒玉米，与糯粒有区别，因
为两种玉米相比较，糯粒淀粉含量高，甜粒
水分、糖分含量高，因此，导致两种玉米外观
有区别。

9 月 20 日下午，记者从销售经理王先生
那里了解到，内蒙古桃李食品有限公司呼市
分公司已将反映有问题的玉米换成了面包
或月饼，作为补偿。

“桃李”品牌熊不换有机甜糯玉米出现坏籽

探索生态警务新模式 绘就绿水青山新画卷

开展安全检查 筑牢防火屏障

牙克石讯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
局满归分局刑侦生态大队在辖区全力开展安全
防火大检查。检查中，民警们穿梭在野外检查
站和管护站，对每一个灭火器、每一件灭火工具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
存在隐患的角落。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立

即进行整改，确保防火设备随时能够发挥最大
效用。同时，民警们还对管护站工作人员进行
森林防火知识、政策、法规的宣传，要求他们加
大对沟系、支线及重要区域、部位的巡护力度，
坚决杜绝人员及车辆携带火种进山。

（王志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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