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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343”矛盾纠纷
化解机制

“感谢你们帮忙，让我拿到了这3

万元工资。”最近，泰顺县泗溪镇池源

村村民曾先生握着调解员林上宇的手

激动地说。原来，曾先生想要回自己

被拖欠了2年的工资，但多次讨要，老

板均以各有理由拒不支付，双方僵持

不下。

得知曾先生的糟心事，网格员杨

开银通过“微网格+善治调解联盟”平

台将情况上报到综合信息指挥室，经

过研判分析，指挥室相关负责人认为

可通过“善治联盟”调解员去协调化

解。于是，接到指派的调解员林上宇

第一时间了解详细经过，多次组织相

关人员调解，不到两周就帮曾先生拿

到了被拖欠的工资，纠纷得到圆满

化解。

这起社会矛盾的最终调处成功，

正是通过网格排查上报、乡镇协调派

单、善治联盟调解员参与三项机制的

落实，而这依托的就是泰顺县提出的

“343”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近期，泰顺县借鉴防范疫情工作

中“村自为战、乡自为战”“守好三门

（乡门、村门、家门）”的经验做法，结合

实际，创新建立了“343”社会矛盾纠纷

三级处置10项化解机制，即建立村级

矛盾纠纷微网格排查、村干部化解、联

村乡镇领导干部包案3项制度，乡镇

矛盾纠纷研判、交办、调处、管控4项

制度，县级重大疑难问题协调、处置、

督办3项制度，理顺化解边界、明确化

解主体、提升化解实效，着力构建新时

代社会矛盾纠纷联防联动化解模式。

“两官两师”打造
纠纷化解攻坚团队

法官、警官、律师、社会工作师结

对联系乡贤调解室制度，这是2018年

泰顺县在乡贤调解室基础上创新推出

的“两官两师”调解模式，充分发挥“两

官两师”的属地优势和专业优势，形成

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合力，全力化解重

大疑难纠纷案件。

前不久，罗阳镇某小区发生一起

装修意外坠亡事故。案件发生后，罗

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第一时间介入，

但在调解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责任

认定和赔偿金额各持己见、僵持不下，

案件难以继续调处。为有效化解此

案，该镇转变调解主体，由“吴柏联乡

贤调解室”牵头，与其结对的“两官两

师”同步介入，利用各自专业职业优

势，合力化解了这起非正常死亡赔偿

纠纷案。

记者了解到，泰顺县通过内部摸

排、调研、自我推荐等多种形式，在司

法局、法院、公安、律师事务所等重点

部门单位，抽调业务科室和基层庭、所

业务骨干，推荐优秀律师和社会工作

师，联系结对“乡贤调解室”。目前，已

有76人结对联系“乡贤调解室”，其中

执业律师和员额法官31名、律师事务

所“当家人”5名，19个“乡贤调解室”

实现结对全覆盖。

同时，泰顺县还推行“点调服务”，

在乡镇调解委员会难以完成重大疑难

纠纷案件调解时，联络员可通过网络

平台线上申请预约调解，根据公布的

服务名单自主选择“乡贤调解室”，平

台及时指派与该“乡贤调解室”配对的

“两官两师”团队。该县同时出台《人

民调解工作专项奖励办法（试行）》，安

排10万元专项财政资金用于奖励表

现突出的调解组织、调解员，以提高调

解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据了解，两年多来，“两官两师”乡

贤调解室受理调解案件779件，成功

化解776件，化解率达99.61%，其中

化解非正常死亡案件41件，未发生群

体性事件和群访、越级上访事件。

“警务+”模式化解纠纷
频出新招

走进温州瑞尔金属制造有限公

司，就能看到一个写有“警企调解

室”的醒目牌匾，这是泰顺县首个挂

牌成立的警企调解室，也是全县首

个对企业调解进行规范化建设的调

解室。

据了解，在警企调解室成立的过

程中，属地彭溪派出所与该企业积极

沟通，不仅进一步完善了警

企调解制度，规范了工作流

程，同时还成立了警企调解

委员会，成员包括社区民警

在内共有5名调解员，并且

聘请了公司优秀党员作为调

解员。“选择公司内部优秀党

员作调解员，是考虑到他们

是最直接了解员工的，能够

及时与员工沟通，了解员工

意愿，从而更便捷地解决员

工矛盾。”该企业负责人说，这样的“警

企调解室”形式，真正发挥了维护社会

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从而达到

“小矛盾不出车间，大矛盾不出企业”

的目的。

如今，将“警务+”融进矛盾纠纷化

解工作中，在泰顺县已成为常态。

面对农村派出所警力配备不足，

无法及时高效解决矛盾纠纷的难

题，仕阳派出所将“乡贤治理”与“农

村警务”相结合，通过聘请乡贤进入

“乡贤警务室”、形象上窗、建立“乡

贤人才资源库”设置调解专线、提前

预约、事后回访等多种形式，提高民

警调解工作水平和化解矛盾纠纷

能力。

前段时间，在仕阳镇一工程施工

工地内，本地村民与外地工人发生口

角争执，极有可能引发恶性事件。仕

阳派出所迅速介入，召集重点工程项

目警官、村中乡贤等，将当事人双方引

导进“乡贤警务室”，调查起因，开展疏

导，及时避免了事件升级恶化。

据了解，自建立“乡贤警务室”以

来，仕阳派出所依靠“乡贤警务”机制

成功化解大小矛盾纠纷52起，取得了

秩序良好、群众满意的成效。

民警在市场排查巡逻，确保人员不聚集

泰顺县：

探索山区社会治理新路子
本报记者 蓝莹

“走走泰顺，一切都顺”，这是泰顺县的一句旅游标语，在这个有着

“浙南净土”“中国十大最纯净美丽风景线”等美名的地方，“顺”字，似

乎成为了当地的关键词。

如何让游客玩得“顺”、居民生活得“顺”，是泰顺县相关部门思

考的重点问题。近年来，泰顺充分利用自己的属地特色，扎实推进

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探索出了一条山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新

路子。

认真核查人员信息

严格信息登记核查

泰顺民警在战“疫”前线火线入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