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基层治理
湖南衡阳石鼓有个“1+1+N”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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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美、邻里和睦、村里

和谐……”罗大姐“数”起村里的

好，满足感和幸福感溢出脸庞。

从邻里矛盾突出到与邻为

善、邻里和谐，利民村的变化，是

角山镇创新居民自治，打造共治

模式成效展现，更是石鼓区践行

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探索城

乡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的生动

实践。

近年来，湖南省衡阳市石鼓

区立足本土实际，深化社会治理

领域改革，创新构建了“1+1+N”
基层治理模式，即：建立“五中心

合一”平台、推行“情理法融合”

工作法、探索 N 项调解机制。
“1+1+N”基层治理模式是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石鼓版，正逐

渐成为石鼓区打造平安稳定社

会环境的特色品牌。

“五中心合一”平台：
进一家门 解百家忧

“万事以和为贵，有理让三

分……”走进石鼓区社会矛盾纠

纷治理化解中心，墙上的偌大友

情提示显得温馨庄重，这些饱含

宽容友善的名言警句，营造出了

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

记者看到，中心设立了无差

别受理窗口、信访纠纷窗口、行

政争议窗口、涉法涉诉窗口、警

情纠纷窗口、法律服务窗口等各

类矛盾纠纷处理窗口和便民服

务窗口，工作人员正热心地为群

众答疑解忧。左边的墙壁上挂着

一幅大大的楼层索引牌，让到这

里群众更容易“走对门找对人”。

“在这里，几乎每天都在上

演着双方当事人从剑拔弩张到

握手言和的‘反转剧’。许多当事

人怒气冲冲而来，最终高高兴兴

而归。”石鼓区社会矛盾纠纷治

理化解中心相关负责人欣慰地

介绍道。

石鼓区地处中心城区老城

区，人口密集、商铺林立，社区民

意错综复杂，给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带来了巨大压力，社会治理难

度大。

各类矛盾问题交织叠加，大

部分需要对应的职能部门解决，

有的需要多个部门联合解决，很

多群众找不准解决矛盾问题的

职能部门，一些群众跑了不少冤

枉路，也延误了处置时机，导致

一些小矛盾激化为大问题。

为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

方“找个说法”，进得了门，找得对

人，解得了难题，2018年，石鼓区
创建集综治中心、人民来访接待

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矛盾

纠纷调处中心、信访维稳中心为

一体的“五中心合一”管理服务平

台，一站式解决群众上访接待、矛

盾纠纷化解、不稳定事件研判、治

安形势分析、群众寻求法律援助、

心理咨询等问题。

五中心合一后，上门办事的

群众川流不息。为了更好地接待

好信访群众，有效缓解信访接待

力量不足的问题，石鼓区综治中

心推行“1+2+3”的轮班接待模
式，即每天 1名县级领导带领 2
名科局级领导和 3 名科级后备
干部轮流到综治中心接访，区委

书记、区长带头，20个县级干部
轮班接访。群众来访后，先由科

局级以下干部处理，处理不了的

问题再形成材料上报给值班县

级领导批示，调度解决并及时反

馈给来访群众。当天没有解决的

问题，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会在群

众下次来访时，继续交由当天值

班领导干部跟进督促解决，确保

群众来访问题解决到位。

“五中心合一”平台模式运行

以来，共接待群众 3000余人次，
受理矛盾 2250起，成功化解 2160
起，化解纠纷成功率达 96%。

“情理法融合”工作法：案结事
了人和 实现办案最优解

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安享晚

年的李老遇到了“烦心事”。

年过七旬的李老和老伴育

有二子，可如何赡养老人，两兄

弟互相推诿。万般无奈的李老来

到石鼓区检察院寻求帮助。

受理该案后，检察官通过询

问当事人、到社区核实、走访当

事人亲属等方式详细了解老人

的生活状况。随后联系到其两个

儿子，从法理情的角度进行劝

说，希望他们能坐下来好好协商

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但未果。

检察机关认为，李老之子不

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损害了老

人的合法权益，遂作出支持起诉

决定，并向区法院发出支持起诉

书。法院判决支持了李老的诉讼

请求，两个儿子每人每月支付

800元赡养费。
案件办理至此，本已经可以

结案。

“李某二老的儿子是否遵守

法院判决，如约履行义务？”“李

某二老在生活中是否还存在需

要解决的难题？”“老人和儿子们

的关系是否得到了缓和？”对于

承办检察官来说，只有把这些问

题都解决了，案件才能画上一个

圆满的句号。

检察官再次从法律和道德

层面对老人的儿子进行劝导，并

多次和老人促膝交谈，直至双方

冰释前嫌、重拾亲情，他们才放

下心来，奔赴下一个案子。

一纸判决解了“法结”不一

定解得了“心结”。

近年来，石鼓区人民检察院

在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化解中，积

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破除

传统“结案了事”“就案办案”的

办案思维，坚持以“情”为先、以

“理”为主、以“法”为盾，构建了

“情理法融合”化解涉法涉诉信

访工作法，在办案时把人性情感

与法律理性同时注入调解过程，

注重对困境群体的保护，体察公

众普遍认可的公正要求，帮助老

百姓打开“心结”，真正做到案结

事了人和。

近三年来，石鼓区检察院办

理涉法涉诉案件 42件，已办结
42件，办结率为 100%。

N 项机制： 多元解纷 推动矛
盾纠纷源头治理

“感谢帮助协调解决小区遗

留问题，让我们顺利拿到房产

证。”在衡阳市石鼓区社会矛盾

纠纷治理化解中心，旺茗居小区

居民李女士代表小区业主送来

锦旗。

房产，历来就是人民群众重

要的家庭财产，购房办证关系到

群众切身利益。然而，由于政策

变更、监管不严等种种原因，房

地产“办证难”问题曾一度成为

群众反映强烈、迫切需要解决的

一大“心病”。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石鼓

区坚持把化解房地产办证信访

突出问题作为“为民办实事”的

重要民心工程，建立项目主体抓

落实、主管部门抓指导、行政执

法抓违法、包案领导抓调度、领

导小组抓统筹的“五位一体”问

题整改工作机制。房地产办证信

访问题得到一站式接收、一揽子

调处、全链条解决。

截至目前，石鼓区共摸排符

合办证条件的房地产遗留问题

项目 51个，截至目前，已办结项
目 42个，化解户数 13950户，项
目化解率达 82%，已完成办证
8468户。

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

的化解只是石鼓区创新基层治

理机制，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的一

个缩影。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夯

实基层平安底座，石鼓区涌现出

各具特色的基础治理创新机制。

———四访工作机制。通过开

展接访、约访、下访、回访的“四

访”机制，将开门接访与俯身下

访相结合，及时了解群众所需，

解决群众之难。

———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

工作机制。在全省率先挂牌成立

县级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化解中

心，设置五大功能区块，引入法

院远程音视频调解、速裁科技法

庭，集信访调处、调解、仲裁、诉

讼、法律援助、困难帮扶、司法救

助、心里安抚等功能于一体。

———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

开展云治衡阳平台试点，科学设

置 274个网格并配备专（兼）职
网格员 302 人，建立矛盾纠纷
“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的运

作机制，切实加强基层社会矛盾

调解工作。

……

各种创新机制“不拘一格”，

百“花”齐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

治理，构筑社会“大平安”。今年

以来，石鼓区党政领导干部接访

下访 217次，解决矛盾问题 145
余起；区法院委派人民调解员调

节纠纷 2810件，诉前调解成功率
74.34%；区检察院涉法涉诉案件
办结率 100%；110总警情、刑事
案件、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10.67%、46.21%、58.65%。
（据红网）

”

“初冬时节，天高云淡，走进衡阳市石鼓区角山镇利

民村，阳光穿过红叶洒在曲折蜿蜒的水泥路上，

也洒在温馨整洁的乡村小院里，和花草绿植映衬成一幅

悠然祥和的乡村画卷。

利民村的罗大姐与邻居隔着一条沟渠聊着天，不时

传出爽朗的笑声。这条沟渠的“所有权”问题曾是横在他

们心中的一道“坎”。“关键时刻”，两家针锋相对，争到面

红耳赤。村干部与邻长的调解，破除了两家的心结。

屋场恳谈会听取群众意见，解决矛盾纠纷

石鼓区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化解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