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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唱法治
创新调解方式载体

“社会家庭要和谐，民间纠
纷找人来。按情按理矛盾排，
有法有理促和谐……”在石山
镇施茶村，提起这首《民间纠纷
调解民谣》，几乎人人知晓。

石山镇民谣诞生至今已有
百年历史，本地人喜欢通过自
编自唱民谣歌曲反映风土人
情。近年来，在多方鼓励下，以
施茶村为主的村民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和歌曲创新民谣，创作
出许多法治类民谣。

“我们编排了二十几个村
民喜闻乐见的节目，包含山歌、
儿歌、琼剧、八音演奏等。”施茶
村乡贤协会志愿者王基光说，
通过几年的乡村法治治理，8个
自然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现
事故不上访、不闹事、不打架、
不吸毒。

施茶村村民王建民说：“法
治主题民谣唱着好玩、记得清
楚，大家传唱民谣过程中增强
了法律意识。”

近年来，石山镇积极践行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鼓
励民间艺人和民歌爱好者编写
《调解山歌》《说信访》《三级联
调促和谐》等 17 首普法“民
谣”，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

“语言”，将法治意识融入群众
生活，带进群众内心，传递新时
代法治宣传“好声音”，打造防
范化解矛盾纠纷“新载体”。

（晨敏 黄耘）

在施茶村委会美社村，专职人民调解员王建平介绍当地的“村规民约”

泡上一壶清茶，与乡亲们齐聚在
大榕树下，唱几段韵味悠长的民谣，
家住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的王
阿姨对自己的退休生活很是满意。她
说：“村里环境更美了，周围治安好
了，邻里间的纠纷少了，日子过得很
舒心。”日前，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起了这些年村里的变化。

近年来，石山镇紧抓“党建、乡贤、
民谣”三剂良方，积极探索“党建促和
谐、乡贤化纠纷、民谣唱法治”的基层
社会治理新模式,以党建“绣花针”穿
起多元治理的千条线，以乡贤“身边
人”纾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民
谣“好声音”唱响法治社会新风尚，在
释法析理、情理交融中，有效化解辖
区矛盾纠纷“千千结”，促进邻里和
睦、乡村和美、社会和谐，走出一条共
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基层治理路径。

在建新村委会昌道村一荔枝果园内，建新村村小组组长王汉国与农户进行交流

过去，建新村因石头多土地少，土地
纠纷不断，加上村民大多贫穷，邻里间鸡
毛蒜皮的矛盾不时发生。

王汉国是建新村村小组组长，也是热
心村里公益、备受村民尊崇的乡贤。多年
来，村民之间一旦出现矛盾纠纷，就会打
电话给他，请他主持公道。因处理矛盾纠
纷较多，王汉国成了远近闻名的“和事
佬”。

“首先做到敬畏法律，其次是要以德
服众。”这是王汉国走东家、访西家，不厌
其烦地帮乡亲们排解纷争时一以贯之的
信条。

像王汉国这样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的
乡贤还有不少。近年来，石山镇做精做实

“乡贤+治理”文章，以乡贤力量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有效化解基层矛盾，进一步推
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自2018年始，石山镇将乡贤说事调
解的传统创新发展，牵头成立了村“乡贤
说事团”，并创立“乡贤公约”准则，自觉践
行“收集村情民意，反馈群众意见，协调邻
里纠纷，促进乡村和谐”的职责。同时，石
山镇构建“乡贤说事”工作机制，设置专门
乡贤说事室，安排乡贤每周二、五固定在
村调委会值班，接访有诉求和困惑的群众
上门说说事。在说事调解过程中，群众也
可以选择自己较为信任的“乡贤”介入。

“如今，即使是积年的疑难复杂矛盾
纠纷，经过乡贤调解，基本不出村就能解
决。”陈华祯说，由于乡贤大多知晓村里诸
如土地的历史渊源、人情世故、家长里短
等，尊重风俗、遵守法律、兼顾情理，调解
结果群众普遍满意，真正做到小事不出
村。

乡贤化纠纷
确保小事不出村

党建促和谐 矛盾化解在一线

施茶村位于海南海口石山火山群
国家地质公园山脚下,走进村子,淳朴
的乡土气息迎面扑来,平安和谐的氛
围洋溢在村间小路。

王建平是一名党员，也是施茶村
专职人民调解员，还是村里的“法律明
白人”骨干，十里八村的村民有了矛盾
纠纷，都喜欢去“挂”他的“专家号”。

“都是邻里，坐下来好好说，咱们
把当年林地的事捋一捋。”在施茶村碰
见王建平时，正赶上他忙着调解一块
荒山林地没有土地确权而引起的土地
界线纠纷。

这次“土地确权”是个棘手问题。
为此，王建平几次实地勘查，又查阅当
年的林改档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

当事人双方答疑解惑，帮助当事人捋
清了林地的归属。最终，双方握手言
和，达成一致意见，并用火山石垒起分
界线。

现在，施茶村委会每个自然村都
有调解员，大多为退休老干部、老教
师、老政法干警、老村干部、老党员
等。在调解过程中，群众也可以选择
自己较为信任的调解员介入。

近年来，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石山镇推行“党建+人民调解”工
作路子，将人民调解纳入村党支部的
工作目标和议事日程。通过建立党建
联络员调解机制，每个党建联络员包
干一片区域的家庭，定期上门谈心交
流，收集矛盾信息，化解纠纷。

“在调解过程中，党员调解员利用
人熟、地熟和情况熟的优势，当好农村
调解‘和事佬’，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
离，为群众提供零距离、低成本、高效
率的调解服务。”石山镇委副书记、政
法委员陈华祯说。

像王建平这样的调解员，在石山镇
有185名，其中党员166名，他们扎根
基层，发现矛盾及时介入、及时调解，保
证老百姓遇事“有人管、善于管、管得
了”，既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又有效筑
起基层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

近 3年来，石山镇调解员共调处
矛盾纠纷566宗，成功调处557宗，调
处成功率达98%，切实解决了群众的
实际问题，有效促进了辖区和谐稳定。

党建带动 乡贤助动 民谣联动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出乡村共治新路径

“话聊”唠出一片和谐“勤警”跑出一团和气
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打造“枫桥经验”白沙样本

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邦溪派出所民警和志愿者以“话聊”化解一起名誉侵权纠纷

金秋十月，过了寒露的海南省
白沙黎族自治县的山区夜晚也有
了几许凉意，但在该县打安镇可程
村委会打巴村符鸿祥家里，却充满
着温馨的暖意。村民与民警促膝
而坐，谈谈社会治理，聊聊经济发
展。谈笑间，传达着接地气、冒热
气、真和气融洽的警民关系和平安
和谐之间的精髓，诠释着白沙公安
局立足本土打造“枫桥经验”白沙
样本的真谛。

“近年来，白沙公安局党委大
胆尝试接地气的便民利民举措，孵
化 了 一 所 一 品 的‘ 枫 桥 经 验 ’模
式 ，迎 来 了 社 会 稳 定 和 群 众 满
意。”白沙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郭
玉斌说。

“唠嗑”“哦古”分别是我国东北地
区和海南的一个汉语方言词汇，意思都
是聊天。而白沙公安局邦溪派出所根
据辖区实情，把两者结合而形成的“话
聊”工作模式，成了化解矛盾纠纷，促进
辖区和谐的有力助手。

“我所辖区有6个‘候鸟类’小区，
里面居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之
前，居民之间发生纠纷后，由于语言及
对问题的理解、看法有所差异，导致出
现纠纷后，很难调解处置。现在，有了

‘话聊’工作模式后，不但纠纷化解很
快，而且纠纷发生率也大幅降低。”邦溪
派出所所长符文帅介绍，这个“话聊”模
式，缘于2年前在工作中遇到的高大
姐。

高大姐名叫高智勇，从辽宁省沈阳
公安局退休后，来到邦溪居住。2年

前，她到派出所办理居住证时，与符文
帅谈到社会治理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继而有了“话聊”工作模式的雏形，即通
过减少语言之间的障碍，减少矛盾分歧
点，增大调解成功率，从而化解矛盾纠
纷。

据了解，邦溪派出所辖区里6个小
区的矛盾纠纷办公室总计有32名工作
人员，他们当中除了辖区派出所和司法
所工作人员外，有在政法系统离退休的
高勇智、尤永健、孙平生等多名政法老
干警，也有其他岗位退休的干部职工
等，同时也有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等，
他们均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小区治理和
矛盾化解。

小区矛盾纠纷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都各有“一手”。他们除了有自有的语
言特点之外，还是法律明白人，能说理

且表达明晰。他们的加入，不但消除了
小区里居民因地域差别及语言表达方
式之间存在的障碍，还在矛盾纠纷化解
工作中起到了减压阀和助推器作用，从
而架起警民合力创建平安白沙的桥梁。

“话聊”最终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记者了解到，邦溪派出所的“话聊”工作
法不仅仅体现在矛盾纠纷处理，更多体
现的是警务前置，提前发现矛盾苗头，
及时解决群众诉求。

派出所民警和调解办公室的志愿
者们都活跃在社区微信群里，关注着
群里每一条信息。群里既有群众的报
警求助，也有分享生活中的快乐。民警
和志愿者们勤走访，多与群众聊天，及
时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求，及时解决问
题，促进辖区和谐，提升群众的安全感、
获得感、幸福感。

“派出所民警的常来常往是小区平安
的基本所在。”10月15日上午，白沙碧绿
小区物业经理冯志鹏说。

白沙碧绿小区在白沙属于人口密集
的大型社区，也是桥南派出所“人防+技
防”打造的智慧安防小区。在人防上，桥
南派出所要求辖区民警工作要做到“四
勤”，即基础信息勤采集、涉稳苗头勤排
查、重点区域勤巡防、重点人员勤管控，以
民警勤快走访巡逻的“勤警”模式守护辖
区群众平安。

桥南派出所辖区人口3万余人，有2
个居委会、7个村委会，64个自然村，其中
牙港村委会那凡村出警来回一趟需要2个
多小时。辖区面积大、山区多、路段长，警
力不足等现实情况给民警执法办案的高
效增添了阻力并形成了困扰。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该所结合辖区
警情，探索出一个既可解决警力问题，又

能解决矛盾纠纷的“1+2+N”的“勤警”模
式。其中“1”是1名民警、“2”是2名辅警、

“N”是N名村委会工作人员和村里的“明
白人”等非警务人员。如果发现潜在矛盾
或者出现纠纷，民警、辅警和村干部等马
上做出反应，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并依法将矛盾纠纷化解。

“1+2+N”的“勤警”模式是该所在创
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中的群防群治举
措之一，包含了隐患防控、多元化调解机
制等元素。这一模式要求民警和辅警要
立足辖区汇集民情，在知百家情中解百家
难，做好社情动态知情人，社会治安牵头
人，化解矛盾有心人，帮教工作引路人，人
民群众贴心人。

据了解，该模式在辖区推行后，警力
的前移、矛盾纠纷的早排查早解决使该辖
区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锐减，群众对公安
工作满意度和安全感日臻提升。

“1+2+N”“勤警”跑出一团和气

“场乡联动”
“互动”成就一方平安

槟榔、橡胶、兰花种植是白沙打安镇
的支柱产业，随着这些经济作物价格的持
续看好，引起周边市县不法分子的注意，
偶尔发生的盗窃现象让群众心有不悦。

为了保护群众权益，助力乡村振兴，
打安派出所在原来一所一警务室的基础
上，从源头上改变防控模式，结合辖区有
农场，且农场与其他市县相毗邻的地域特
点，以农场与乡镇防控联动的方式，在强
化显性用警，加大巡逻力度与密度的同
时，对收胶点、槟榔收购点强化管理，并构
筑一张防控网，要求各收购点提升法律意
识，对于非正常出售农产品或经济作物
的，当即上报派出所。

“警官，有人到我这里卖槟榔，我感觉
这人很可疑。”9月15日深夜，打安派出所
民警接到狮球一槟榔收购点老板的电话。

“当时已经是22点了，这个时间段出
售槟榔肯定有问题，民警赶到时，经初查，
确认出售槟榔的人就是盗窃槟榔的犯罪
嫌疑人。”蒋先洪说，巡查防控是全所目前
的必要工作，巡指的是提高夜间见警率，
查是提高发现违法犯罪，防控风险隐患的
管事率，宣是指引导群众增强防侵害意识
能力和守法自觉，防是指预防减少案件事
故。

以点成线，以线成网，是打安派出所
在开展警务工作中，筑成的场乡联动网。
在这张网中，该所把群众关注的每个点，
如治安、矛盾纠纷等都安排网格员或热心
群众等直接与派出所民警对接，以日常互
动构筑平安网，让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到警
察就在身边，安全就在身边。 (黄建福)

“唠嗑”+“哦古”“话聊”唠出一片和谐

白沙黎族自治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郭玉斌带领派出所民警听取
辖区单位对派出所开展创建“枫桥经验”的建议和意见

白沙白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