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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有困难和我说，心里有啥
疙瘩千万别掖着藏着。”王团镇派出
所社区民警丁生福来到村民家，开始
了一天的入户走访工作，详细了解辖
区群众身体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

正值农闲，在同心县王团镇、预
旺镇等辖区村民家中，除了老乡们
喂牛喂羊的忙碌身影和草料搅拌机
的声响，还经常有一辆警车、三两位社
区民警辅警的身影，他们走村入户，和
老乡拉着家常，问问今年的收成和牛
羊售价。对于社区民警辅警的到来，
老乡们已习以为常，每当有人为了草
料和耕地的事闹矛盾，争执不下时，社
区民警辅警就成了“婆婆嘴”，直到把
事情理清楚，让各方满意。

这是“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
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同心县公
安局社区民警辅警与辖区群众密切
联系的常态。各基层派出所民警辅
警走街串巷，深入田间地头，化身老
百姓的“定心丸”和“说和人”。一件
件矛盾纠纷，在他们的耐心化解下
得到圆满解决。

警在网格走、事在网格办，主动
为群众排忧解难，从“你解决不了”
到“警官，下次有事我就找你”，这是
群众发自内心的肯定与认可。同心
县公安局不摆花架、不走过场，通过
定任务、定责任、定职责、定专人、定
目标“五定”活化管理举措，将社区
民警辅警真正定在“网格”里。

针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的基层管理困境，同心县推动资
源下沉、人力下移、权力下放，划好
了基层“千万格”，实现网格“全覆
盖”，压缩管理“层级”，延伸管理“触
角”，有效打通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

“神经末梢”。全域覆盖。在总网
格中按照“工作适量、规模适当、方
便管理”的原则，以村（社区）为基
础划分单元格。划分网格数 1955
个，其中农村网格 1163 个，社区网
格 792个。不留盲区、不余死角，既
保障了县、乡（镇、开发区）、村（社
区）三级传统管理机制的稳定，集
约了人力资源，又定格了薄弱区
域，为落实落细管理服务职能找准

了方向；“五项”绑定。推行“人事
入网、网格优先”，每个网格内的
人、地、事、物、组织“五项”与手机
终端 App 准确绑定于格中，一个手
机终端 App 只能反映一格“五项”
情况，出“格”无效，“格”“格”不入，
确保信息精准可靠、系统运行稳
定；扁平管理。网格设定后，改变
了过去“倒金字塔形”的层级管理
模式，紧盯“两个高于”目标任务，
按照“谁采集谁负责、谁录入谁负
责”“谁审核谁负责、谁把关谁负
责”的要求，除去了信息传递冗层，
纵向压缩了管理层级，重构了以问
题为导向、以信息为纽带的全方
位、扁平化管理格局。

本报讯（通讯员 马金）自党的
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
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大学习、大讨论、
大宣传、大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同心
县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结合

“三大领域”排查整治工作，开展了风
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专项
行动，创新“1234”工作法，全力以赴防
风险、保安全、护稳定。

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
的风险隐患问题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印发了《同心县风险隐患“大
排查、大起底、大化解”专项行动方案》
《同心县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社会稳
定领域风险隐患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方
案》，坚持“全覆盖、无盲区、零遗漏”，
全力推进“三大领域”24项重点任务，
扎实推进政治安全、社会治安、社会稳

定、公共安全、网络安全五个领域23个
重点方面风险隐患的排查化解，高位
推动落实，努力将矛盾解决在激化之
前、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

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建立了风险
预警、危机管控机制，切实提高风险隐
患排查化解主动性、科学性。建立风
险预警机制，依托宁夏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系统，加强对苗头性、倾向性动向
信息搜集分析研判，及时掌握各类风
险隐患，督促相关乡镇、部门完善应急
处置预案，明确全流程、各环节的工作
要素，强化实战演练。建立危机管控
机制，建立日报告、周通报、半月调度、
阶段小结工作机制，压紧压实乡镇、部
门管控责任，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
逐级筛选一批重点问题实行挂牌整

治，督促重大风险隐患及时就地防范
化解。

聚焦“三个环节”抓落实。严格落
实排查、起底、化解各环节工作要求，
强力推进风险隐患问题排查化解。排
查环节做到应排尽排。组织公安干
警、乡镇（村、社区）干部、网格员、司法
调解员等基层力量 1584人，开展拉网
式、地毯式摸底排查；在起底环节做到
边改边建。分析矛盾纠纷发生的深层
次原因，全县政法各单位、住建等部门
针对群众反映比较普遍的农村散煤销
售等问题，在政策和体制机制等方面
建立健全20多项制度机制。在化解环
节做到事结心了，切实做到解决实际

问题和解决思想问题相结合，真正做
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

抓实“四账管理”消隐患。坚持
风险隐患全链条、闭环处置，努力实
现风险隐患“全覆盖、无盲区、零遗
漏”的目标。“一事一档”台账式管理；

“见人见事”查账式督导；“有始有终”
销账式办结；“有理有据”交账式问
责。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将风险隐患
排查化解作为平安建设考核内容。
对风险隐患应发现未发现、应化解未
化解，导致矛盾激化、隐患升级，引发
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重大案
（事）件的，由县纪委监委依纪依规依
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我作为一个四级网格员，今
年排查发现各种问题、矛盾30个，
协调解决了 26 个，化解率达到
100%。”11 月 25 日，同心县预旺镇
南关村四级网格员马占云谈起网
格管理，自豪地说。

近年来，同心县建设集精细化
管理、多元化服务为一体的基层服
务治理模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扎实推进“1+6”综合
治理，全方位激发“网格化”社会治
理新活力，优化体系，完善功能，织
好基层治理“一张网”，推动网格管
理“高效化”和服务群众“零距离”，
把“抓源头治理、重矛盾化解”工作
落到实处，解开了信访群众的“心
疙瘩”，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目标。

同心县创新“1234”工作法

以“大实践”守护“大安全”维护“大稳定”

“我明白了，以后讨说法，还
是要找‘法律明白人’。”了却心事
的王某高兴地说。近日，同心县
豫海司法所“法律明白人”下沉小
区，在排查矛盾纠纷过程中化解
一起因装修导致的合同纠纷。

今年6月，秀水花园小区的王
某如愿拿到新房钥匙，与某装修
公司签订装修合同，想到要马上
搬进新家，王某与妻子充满期
待。但是，装修公司没有按时交
工，房屋装修过程中也存在多处
瑕疵。王某以装修公司为其装修
不符合约定、没有按期完工为由，
拒绝支付剩余费用。双方争执过
程中，“法律明白人”顾生忠在物
业处了解到了这起纠纷，主动联
系王某，通过沟通，发现双方都有
调解意向，遂采用换位思考、分头
调解等方式，将纠纷的是非道理、
个中曲直逐一分析，最终双方愿
意各退一步，装修公司对房屋瑕
疵进行补修，补修结束后王某支
付合同剩余款项，该纠纷得到圆
满解决。豫海司法所整合现有

“法律明白人”力量，下沉小区开
展法律宣传，解答法律咨询，化解
矛盾纠纷。

近日，同心县检察院充分发
挥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办理一起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2021年5月至7月，买某为丁
某承揽的工程提供劳务。经结
算，丁某向买某出具 7500元的欠
条 1 张。后丁某未向买某支付，
买某遂到该院寻求帮助。该院第
二检察部检察官迅速行动，向丁
某核实具体情况，经核实，申请人
主张的工资数额属实，同心县检
察院遂向同心县法院送达了《支
持起诉书》。为彻底化解双方矛
盾，办案检察官多次与双方当事
人沟通。最终，在检察院和法院
的共同努力下，双方达成了调解
协议，由丁某支付买某劳务工资
7500元。该案的化解有效维护和
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
化解了矛盾隐患。今年以来，同

心县检察院共办理民事支持起诉
案件9件，帮助农民工讨薪19.3万
元，切实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取得
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同心县大力推行“1+N”（“1”
是专业网格力量，“N”是社会力
量）模式。共同参与。群众见面
亮身份，贴心交流零距离。以参
与宣传疫情防控、医保征缴、森林
防火以及秸秆禁烧等政策为契
机，组织网格员深入村组（社区）
召开群众见面会，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与老百姓唠唠家常、讲讲政
策，及时向群众发放民情联系卡，
确保矛盾纠纷格内办、大事小事
不出格。共同监督。治安巡逻
当先锋，消除隐患全方位。近
日，该县网格“红马甲”队伍纷纷
亮相集镇街头，深入辖区村组巷
道、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部位
开展治安巡逻，并适时受理群众
求助与咨询，开展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疫情防控、养老诈骗、禁毒
禁赌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知识
宣传，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
驾护航。共同享有。关心帮扶
作表率、网格服务暖人心。以

“保稳定、促发展”为抓手，组织
网格队伍开展了特殊群体关爱
行动，走访辖区精神障碍患者
家庭，细致了解近期健康情况
及心理状况，同时发动爱心人士
开展点对点帮扶，为他们送上来
自社会大家庭的关心关爱。

“我县将紧扣民生需求主
线，按照便于划分、方便管理、
自主自愿原则，推行网格管理，
做到‘人在格中走、情在格中
结、事在格中办’，通过‘零距离
’服务将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
口’，让有事找社区网格员成为
一种习惯，实现网格管理由末
端管理向源头治理转变，由粗
放式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
以‘小网格’解开‘心疙瘩’托起

‘大民生’。”同心县委政法委副
书记锁国武说。

近日，同心县河西法庭工作人
员前往同德村开展矛盾排查工作，
在与同德村“两委”和网格员交谈
中，了解到该村的马某甲与妻子马
某乙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马某乙
带孩子回了娘家。马某甲的父亲通
过各种途径寻求帮助未果的情况
下，找到了村部。根据了解的情况，
法官从法、情、理入手启发疏导和耐
心劝导，让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过
错和应该承担的责任，最终和好，化
解了一起因家庭矛盾引起的纠纷。
目前，前期排查出的 5 起矛盾纠纷
已及时化解，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乡（镇、开发区），推动诉源治理
走深走实，打造“无讼村”。

11月2日，同心县法院王团法庭
在王团镇南村巡回开庭审理了一起
健康权纠纷。

2015 年 10 月 6 日，马某与哈某
因堆放玉米草的场地发生纠纷。经
当地村委会及相关组织多次调解无

效，双方未能平息矛盾，积怨颇深。
今年 9 月 13 日，马某向该院提起诉
讼，要求哈某承担医疗费等损失。法
院受理后，考虑到原被告均年事已
高，行动不便，故主审法官在村部巡
回开庭审理该案。

长达2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主
审法官组织双方调解，使双方明白
了各自的是非责任，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原告撤回起诉。

日前，同心县法院与同心县司法
局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联合出
台《关于建立河西镇同德村诉源治理
机制的工作方案》，明确了同德村诉
源治理工作机制运行模式及办公场
所设置、人员经费保障等相关工作要
求。设立诉源治理工作室、选派法律
顾问、选聘法律服务队员、建立法官
和司法行政人员驻村制度、建立“1+
2+X”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体系。扎
实推进同德村诉源治理及“无讼村”
创建工作，拓宽多元化解纠纷渠道。

同心县突出“双向流转”功能，
推动“管理到门口、服务到家庭”，变

“坐等办事”为“上门服务”、变“静态
治理”为“动态治理”、变“粗放服务”
为“精准服务”，着力破解“看得见管
不了、管得了看不见、该管的不想
见”的治理难题。精密设岗。网格
员按照“一格一员”配置，形成了事
件处理的“第一个工作闭环”；受职
能限制处理不了的事件上报至乡镇
（开发区），与乡镇（开发区）管理员
形成“第二个工作闭环”；乡镇（开发
区）仍处理不了则上报至“第三个工
作闭环—县级工作环”，做到环环有
回声、件件有回应，杜绝推诿扯皮，
杜绝不作为懒作为，让事件处理的
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群众的检验；
精细定责。“网格员”要求做到“底数
清、动态明、反应快、服务好”。目
前，全县网格员录入系统 40.5 万余
人。在工作流程上实行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的“双向双流转”：一方面，

无需通过“指挥中心”转达，网格员
可以将格内事件通过手机终端App
一对一、一对多直报管理员、业务专
干，交办事件也可逐级下达或直达，
快速畅通无阻碍；另一方面，推行

“由上对下”和“从下到上”的“双向
同步在线考核”，推动服务态度、效
率和质量的根本性转变；精准服
务。由各职能部门共同建立职责清
单，明确网格员、联络员工作内容、
权利义务。将社区（村）各项公共服
务职能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由各
部门统筹组建法律宣传、警务服
务、医疗救治等服务团队，与网格
员联合开展“组团式服务”，实现

“定格、定人、定责”。对网格实行
精细化管理，由各职能部门依据网
格服务效果、群众满意度评价等因
素，对网格内的法律咨询宣传、社区
警务管理、家庭医生签约等人员共
同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网格员工
资待遇直接挂钩。

划好基层“千万格”，实现网格“全覆盖”

诉源治理，变“坐等办事”为“上门服务”

同心县推进“1+6”基层治理

实现“小网格”解开“心疙瘩”托起“大民生”
本报记者 何巧云 通讯员 牛丽琼 文/图

推行“1+N”模式，确保大事小事不出格

网格员走访群众。

同心县法院刑事审判法庭巡回审理案件同心县法院刑事审判法庭巡回审理案件。。

驻村第一书记
和 网 格 员 走 访 农
户，宣讲政策。

同心县公安局民警到群众家中走访同心县公安局民警到群众家中走访。。

同心县法院河西
法庭工作人员到同德
村排查矛盾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