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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平安君

大的矛盾纷争，往往起始于不起眼的

小事，如果一开始就有中间人调和劝解，自

然是“代价最小，成效最好”。近年来，杭州

市下城区坚持“枫桥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把着眼点放在促进社会参与上、把着力点

放在激发社会活力上、把落脚点放在增进

平安和谐上，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人民

调解工作，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矛盾纠纷就

地化解，提升了社会治理“共治共管、共建

共享”水平。下城区荣获省级平安城区创

建“十二连冠”，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还被司

法部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荣誉

称号。

金字招牌闪闪亮
传统调解组织有实力

“老李调解室”“三和交流室”“市场调

委会”……在下城区，这些社区居民耳熟能

详的名字，都是人民调解工作在长期贴心、

耐心服务中树立起来的金字招牌。

近年来，下城区不断夯实区、街道、社

区三级人民调解组织，在仙林苑农贸市场

等81个大型市场、单位建立企事业调委

会，并组建南片、北片两个人民调解工作

室，分别调处跨街道的疑难复杂纠纷，实现

了传统类型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近三年

来协调解决矛盾纠纷14000余起，做到了

情绪不激化、纠纷不升级、问题不上交。

“过去，我们遇到质量问题找质监局，

打架找派出所，价格欺诈找工商，车子刮擦

找交警……现在，不管什么事，找我们市场

里的调解员就行！”说到企业调委会带来的

好处，市场经营户们竖起大拇指。

专攻难啃的“硬骨头”
专业调解组织有魄力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近年来下城区因征地拆迁、地铁施

工、企业改制等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与日俱

增。对此，下城区专门融合各相关部门、专

业律师、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力量，吸纳具

有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方面专业知识和

较高调解技能的人员组成调解团队，在特

定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6年10月底，3个城中村连片改造

项目启动，共需拆迁农居1816户、城市危

旧房屋611套、各类企业及单位189家，拆

迁总建筑面积达210.69万平方米。项目

启动伊始，“人民调解工作室”就进驻了拆

迁指挥部现场。

“我家房子造得晚，还有地下室，应该

多补偿一点！”“我们租期还没到，外面房子

也租不起，坚决不搬！”……面对一块块难

啃的“硬骨头”，调解员们坚持依法办事、公

平办事，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给大家做好

沟通解释和利益协调工作：帮群众算经济

账，看怎么赔偿最划算；给租户做思想工

作，帮他们找合适的房子；为子女较多的家

庭当“老娘舅”，商量让大伙儿都心服口服

的财产分配方案……

短短半年时间，三村改造农居实现了

100%签约清零。人民调解团队充分发挥

自己的专业优势，协力刷新了城中村改造

的“下城速度”。

这些年来，皇亲苑社区106间地下“蜗

居”腾退、城北四大机电市场搬迁、塘南社区

撤村建居等工作的有序推进，都离不开人民

调解团队发挥群众工作优势就地化解难题。

下城区还先后建立了交通事故、医疗

纠纷、劳动争议、物业管理、妇女儿童维权

等多个行业调委会，专门调解相关领域纠

纷，所需经费全部纳入财政保障。

“武林大妈”显身手
社会调解组织有活力

2016年以来，下城区的大街小巷出现

了这样一支队伍：她们臂挂红袖章、身穿红

马夹、头戴小红帽，认真开展平安巡防，有

效调解矛盾纠纷。这支队伍被人们亲切地

称为“武林大妈”。

51岁的罗睿绮就是“武林大妈”中的

一员。刚成为“武林大妈”没多久，她就得

知社区一名老太有捡拾垃圾的怪癖，垃圾

在屋内和楼道肆意堆积，邻居为此怨声载

道。凭着多年心理咨询师从业经历，罗睿

绮多次疏导，渐渐解开了老太的心结，最终

说服老太同意将垃圾搬走。当时的杭州正

值酷暑，六七个“武林大妈”一起来到老太

家，整整5趟三轮车才将老人囤积的垃圾

清除一空。

去年9月召开的浙江省G20杭州峰会

总结表彰大会上，“武林大妈”团队荣获省

服务保障G20杭州峰会先进集体，罗睿绮

作为先进个人代表上台发言。受到鼓励

后，“大妈”的工作热情更足了。

近年来，下城还依托辖区内一批威望

高、办事公道、富有调解热情的社会力量，

成立了“老李调解室”“鲍大妈聊天室”等社

会调解组织，目前已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3000余件，形成了百姓口口相传的调解

信赖品牌。

大小“和事佬”齐上阵
草根调解组织有魅力

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街坊邻里，也难

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怎样在源头上

化解矛盾又不伤和气，成为基层社会治理

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2008年以来，下城

区邀请辖区内具备一定威信、热心公益的

离退休党员、干部、教师等民间草根力量充

当“和事佬”，帮着调处家庭邻里纠纷、参与

公共事务、宣传解释政策。在社区、学校及

家长的支持下，下城区各中小学校组建了

2万多人的“小小和事佬”志愿服务队，从

调解家庭内部纠纷开始，化解社区矛盾、宣

传平安文明。“自有了‘小小和事佬’，夫妻

吵架闹到社区的事少了很多。”社区干部李

幼君说。

“社区和事佬”“城管和事佬”“超市和事

佬”“楼宇和事佬”……如今，多类型“和事

佬”活跃于下城区各个层面，下城“和事佬”

已成为杭州的一块调解金字招牌。这些草

根调解员通过走家串户、及时反馈社情民意

化解纠纷，实现了百姓的“不憋气”和与政府

的“常通气”，大大增进了居民群众对政府的

理解、信任和支持。近年来，辖区居民满意

度均保持较高水平，下城区连续两次入选

“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

特战精英
巅峰对决

9月23日，武警浙江总队2017年度特

战分队干部骨干比武竞赛落下帷幕。来

自各支队的84名特战精英围绕5个专业

18个课目，经过3个昼夜的激烈角逐决

出高低。

此次比武竞赛借鉴了国际特种兵和

武警部队“巅峰”比武竞赛的做法，全程贯

彻实战训练理念，最大限度贴近战场环境，

提升特战队员反恐作战能力，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王志浩

通讯员 刘治乾 颜石斌 摄

村里有了户政服务队
山区村民办证不再难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泽润 万晓燕

本报讯 近日，乐清市智仁乡的村民

开始感受到了“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红

利，村里有了一支暖心的户政咨询专家队

伍——乐清市公安局户政服务队智仁乡分

队。村民可在自己村内找到服务队成员，

咨询户政办证事宜，有一些还能享受“上

门服务”。

智仁乡地处乐清市最北端山区，山高

路远，交通不便，乡民要到大荆派出所办

理户政手续，来回就要2个多小时。于

是，在“最多跑一次”的改革下，乐清公

安决心将户籍窗口服务延伸至山区群众家

门口。

乐清公安将现有的网格员制度与社区

民警走访制融合起来，将28名网格员下

派至智仁乡21个村，并组建微信群。村

民办理户政类业务，可以就近找网格

员，由网格员负责帮忙备齐手续。“如果

村民确实有特殊情况，经户政服务队成

员核实后，我们会立即指派民警上门办

理。”乐清市公安局基层基础大队副大队

长刘飞蝉说。

据了解，截至9月22日，乐清市公

安局户政服务队智仁乡分队共回复咨询

32件，帮助群众办结户口8起，上门办

理身份证1起。

“共治共管”齐出力“共建共享”成风景
杭州市下城区打造“枫桥经验”城市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