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解决得了”到“解决得好”
乌海市海勃湾区综治中心开启实战治理与破立并举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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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乌海市海

勃 湾 区 综 治 中 心 在 规

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

中不断探索，努力打造

便民利民“服务窗口”、

构建社会治理“实战平

台”，建立多级联动“解

纷 链 条 ”，实 实 在 在 解

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在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提

升 社 会 治 理 效 能 方 面

做出了有益实践。

运用数据优势
解决智治之需

海勃湾区运用“数智”化手段，助力基层
社会治理，优化升级海区e家社会治理应用
场景，进一步增强政府决策科学性、风险防控
精准性、公共服务便捷性，全面为基层减负赋
能。

导入信息上线，实现智能化服务。让数
据在集成共享中产生价值。依托海区e家平
台，导入人口信息、重点人员、建筑场所、党员
组织、企业单位等32个维度1023万余条治理
要素信息，形成社会治理“大数据池”，为实施
精细化管理提供全面、精准、翔实的基础数
据。让数据在应用中服务群众，升级海区 e
家移动小程序，承载“线上审批、政策咨询、法
律服务、诉求预约、监督举报”等 40 余项功
能，以“美丽乡村码”和“海勃湾便民码”作为
小程序链入口，作为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端，
实现群众诉求“码上”办、政策法规“码上”知、
隐患问题“码上”报，用“小切口”服务“大民
生”。

建立流转调度，实现智能化处置。让数
据在流转中发挥作用，打通市级治理云平台、
海区e家系统、智慧信访、智慧人大等平台体
系，实现信息采集、维护、流转、核实完整闭环
和安全运转。打通中心、一镇六办、各派出所
的“1+7+7”视频会议系统，实现指挥调度扁
平快捷。依托海区e家平台，构建区域中心、
区直部门、镇（街道）、村（社区）和专职网格员

“受理、派单、办理、答复、督办、回访、评价”联
动互通运行体系，实现群众诉求全天候响应、
全流程闭环处置。

设置研判预警，实现智能化感知。让数
据在感知中防范风险。依托信息化平台动态
掌握矛盾纠纷来源、类型、状态、风险等级等
内容，对辖区矛盾纠纷事件进行态势感知分
析、纠纷类型属地比对和重点事件实时动态
预警。集成安全生产、社会面视联资源1300
余路，101个居民小区134套“智慧门禁”实时
数据，君正长河华府、云泉公馆、恒大绿洲等
7个智慧安防小区的消防声光报警监控、电
梯电动车监控、车棚充电桩及高空抛物实时
监测1037余路，推动数据感知前置，实现智
能监测与联动治理，通过视频巡查手段发现
问题1030件，已全部处置。

海勃湾区坚持将综治中心和诉调、警
调、商调密切结合，持续推动基层治理由“被
动治理”向“主动服务”转变，让群众“知道
有、愿意来、舒心走”。

诉调联动，搭建“一站式”解纷链条。海
勃湾区综治中心以《海勃湾区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综合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为抓手，
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中心枢纽作用，设立人民
调解、法律援助、婚姻家庭、物业、问题楼盘、
心理咨询等14个专项调解室，配套警务室、
微法庭、线上调解、司法确认室等，引进内蒙
古坤坊律师事务所整体入驻，建立民商事纠

纷调解中心，联动法院、公安、人社、司法等
13个部门分流转办，全面兜底民商事案件诉
前调解工作，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
业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联动诉前调解体系，
搭建“一站式”协同化解链条。

访调联动，实现“以调化访”良好局面。
聚焦群众“访难、访累”问题，镇街综治中心统
筹“四所一厅”、派驻执法部门、人民调解委员
会、51支志愿调解队伍组建起矛盾纠纷化解
队伍，依托“人民议事室”“议事和乐亭”、商圈

“红色驿站”等“家门口”的矛盾调解阵地，组织
专业人才“坐诊”，为“访调对接”提供服务保

障，推动初信初访受理、一般性信访纠纷联动
化解，实现“以调化访”。针对疑难复杂或者久
拖不决的矛盾纠纷，采取“信访代办+领导包
案+联席会议”方式兜底化解。

警调联动，及时介入动态化解纠纷。建
立村社综治中心与派出所“警调对接”工作
机制，在辖区范围内积极推行社警一体化建
设，积极吸纳社区民警进入社区“两委”班
子，将纠纷类警情全量推送至村社综治中
心，及时捕捉风险、动态介入化解、定期跟进
回访，实现流动人员信息互通、重点人员互
管、矛盾风险互控。

打造解纷链条 拓宽“矛调”之道

“只进一个门，最多跑一地”。这是海勃湾
区综治中心为群众提供“零距离”服务的标准。

注重将资源统筹作为综治中心建设基
础。坚持将综治中心建设作为一项政治任
务和重点工作来抓，紧紧围绕“党委统筹、中
心协调、部门联动、分级负责、综合治理”总
体工作思路一体推进。依托海勃湾区政务
服务中心已有场所，按照“多中心合一、一中
心多用”功能布局，整合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改建成面积近1568平方米的社会
综合治理中心，实施一体化运行。

注重将好用实用贯穿综治中心建设始

终。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作为社会治理
的“金钥匙”，摆到发展大局上部署推进。在
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专门针对综治中心规范
化建设和实体化运行制定建设指南，推动区
级层面按照“两厅+六室+N”模式，设置“无
差别综合受理厅”和“多元化解厅”，以前端
综合受理、统一分办，后端分类化解处置的
闭环流程一站式调处辖区矛盾纠纷。镇
（街）层面以“实战实用、一室多用”的原则，
按照“三室+N”模式，整合建设集群众接待
大厅、信访接待室、矛盾纠纷调解室、心理咨
询室、视频研判室等相关功能室为一站式服
务的综治中心，使群众“只进一扇门”就能解

决15类民商事难题。
注重用建章立制保障综治中心实战运

行。制定《海勃湾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指
南》，明确各级综治中心建设模式、工作职
责、工作规程，确保中心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制定《海勃湾区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机
制》，推动三级综治中心形成“排、分、调、处、
评”闭环状态，充分处置矛盾纠纷。完善综
合性考评机制，建立健全 13 项日常管理制
度，强化中心及进驻单位（部门）工作人员的
日常管理、培训、服务工作，构建“线上督办
回访、线下周月通报”的双向监督反馈体系，
推进各类诉求解决整体提速。

把握中心定位 夯实阵地建设

海勃湾区作为乌海市主城区，位于乌海
市东北部，面积 529 平方千米，总人口 33.92
万人，占全市人口的60%，辖1个镇，6个街道
办事处，是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
格城区。

乌海市作为工矿城市，在向现代化城市
转型过程中，大量工矿棚户区居民进行了搬
迁。海勃湾区作为主城区，城市化率达
97.1%，在乌海市三个区中排名第一。随着

城市化率的日趋增长，人口流动率的逐年增
加，导致城市治理需求大幅度提升，复杂程
度也随之攀升，因劳动用工、婚姻家庭、征地
补偿、城市化建设等问题引发的基层矛盾纠
纷，仅靠传统的工作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基层
社会纠纷解决的需要。面对基层治理工作
的新挑战、新问题，海勃湾区聚焦问题导向，
将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实战化运行
作为破局支点，不断探索在乌海市全域可复

制可推广的综合治理经验，依托综合解纷服
务驿站，倾心倾力做好解纷工作。

2024年5月13日上午，一面写有“为民
讨薪、为民解愁”的锦旗送到了海勃湾区综
治中心劳动监察调解室，李某、王某等人作
为67名工人代表对该中心有力维护农民工
权益、成功讨要血汗钱表示感谢。李某等人
激动地说道：“多亏了你们的帮助，我们才能
顺利拿到工资，真的是太感谢了。”

立足自身实际 寻找破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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