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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符”来解事 以“情理法”止纷争

提起新龙镇上通天村的变化，让

村民吴毓芳感受最深除了村庄环境的

变化，还有乡亲邻里和谐相处的模式。

早前，在上通天村，偶尔因为一

个举动、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原本

友好相处的邻居就会闹得很不愉

快。矛盾得不到解决，双方怨气不断

上升，甚至出现冲突、相互谩骂。婚

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土地纠纷等

闹到村委会，直接找村“两委”干部说

理、解决。

在调解过程中，省人大机关派驻

上通天村选调生、上通天村支部书记

助理鲁烨燊发现村党支部书记符松

祥、党支部副书记符贞道、东方市交警

大队驻上通天村工作队队员符瑜聪都

姓符，何不成立一个“老符来帮忙”调

解室，让村民诉求有门。

鲁烨燊的想法很快得到新龙镇委

镇政府的支持。2022年4月13日，首

个“老符来帮忙”综合服务工作室在上

通天村成立，让群众以后的大事小事

都找“老符”来帮忙。

“工作室成立后，村民有了反映问

题的渠道，也能够更好地化解村民矛

盾，解决邻里纠纷，取得了较好效果。”

符贞道说，“老符来帮忙”综合服务工作

室在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中，注重发挥中

国传统文化、当地文化、村约民规等熏

陶作用，引导村民明辨是非、修德自律、

讲信修睦。

在实际调解过程中，“老符”将“情

理法”贯穿调解始终，实现了情与法结

合，柔性化解矛盾纠纷：调解中，组织

当事人重温中国传统邻里文化，引导

当事人以和为贵，合理合法地处理矛

盾纠纷；调解后，制作调解协议，劝诫

当事人履行协议勿再起争端，推动矛

盾纠纷实质化解。

“为民解忧”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到村民家实地测量双方公共使用道路界限

新龙镇综治办朱立伟与相关工作人员到龙卧村“九赖田”协调一起土地权属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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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临近中午，东
方市新龙镇新龙司法所会
议室内，一群人围坐在办公
桌前你一言我一语激烈地讨
论，声音此起彼伏……

这里正在举行的是一场土
地承包纠纷化解协商会。最终，
新龙镇党委书记符亚仙向当事
人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建议，得
到在场村民的一致认可。

“以前是‘老符’，现在是‘为民
解忧’，我们找他们就对了。”现场，
听到事情有了解决方案，村民蒲平
高兴地说。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这是新
龙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推行人民调解下沉办公社会
治理模式的一次成功示范。

自 2022 年 4 月 13 日以来，新
龙镇先后设立“老符来帮忙”综合
服务工作室、“为民解忧”综合服
务窗口，制定《新龙镇关于“为民
解忧”综合服务窗口实施方
案》，“零距离”联系服务群众，
面对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符松祥说，“老符来帮忙”综合服

务工作室成立后调解的很多纠纷，他

也记不清了。“大部分都没有记录下

来，在田间地头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

化解了。”符松祥笑着说。

据了解，新龙镇是东方市哈密瓜

种植大镇,村民在家门口就可实现增

收，但也可能因此引发纠纷。近日，

符松祥就调解了一起平整土地种瓜

产生的纠纷。

“周运某称自己长期在那地界种

植，高某认为周运某平整土地占用自

己祖辈周边的坟地，以前因为两家关

系好，默认周运某种植，但是平整就不

行。”符松祥介绍，经过“老符”讲透道

理，讲明情理，最后周运某同意给坟地

做个斜坡，双方握手言和。

类似调解案例只要在上通天村发

生都能解决。有什么秘诀？上通天

村相关负责人亮出“法宝”：重心下

沉，走到田间地头，倾听民意，及时为

群众化解“烦心事”“忧心事”。

上通天村这个先行先试的调解模

式很快在全镇铺开，“为民解忧”综合

服务窗口也应运而生。通过全镇上

下的努力，90%以上的矛盾纠纷化解

在村（社区），一次化解，把矛盾化解

在基层，让纠纷消弭于萌芽。

7 月 3 日，新龙镇新村“为民解

忧”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收到村民

招某花的反映信息，称自家外墙体瓷

砖脱落，需要搭建脚手架进行维修，

却被邻居林某辉以占用房屋之间的

公共区域为由严词拒绝，甚至扬言要

“动手”。

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新龙

镇综治办主任朱立伟闻讯赶到现场，

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相邻

权的相关法律条例。最终，双方在调

解下达成和解，矛盾纠纷得以化解。

从成立“老符来帮忙”综合服务

工作室到推行“为民解忧”综合服务

窗口，新龙镇旨在通过主动作为，下

沉解决问题，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切

实为老百姓办实事。

下沉田间地头 让纠纷消除于萌芽

“窗口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收集信

访信息，解决信访问题。”新龙镇党委

副书记、政法委员曾令云介绍，今年6

月，新龙镇以上通天村“老符来帮忙”

综合服务工作室的成功经验为蓝本，

创新思路举措，在各个村庄探索推行

“为民解忧”综合服务窗口。

“通过主动搭建基层干部化解纠

纷、服务群众的平台，让‘上访’变‘下

访’，深入践行“枫桥经验”，全力推进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曾令云说。

9月7号上午，新龙镇综治办主任

朱立伟带领镇级“为民解忧”综合服务

窗口工作人员联合新龙司法所调解岛

西林场与部道村高某雄案件。在深入

了解情况以后，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诉

求，工作人员组织双方到争议地现场

查看地界情况。

通过现场勘查，工作人员就土地

纠纷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向他们现场

讲解相关土地权属问题及提出解决意

见，当事人双方表示同意该处理意见。

在新龙镇，矛盾纠纷化解就如一

盏盏明灯，照进千家万户，逐渐成为东

方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张“金字招

牌”。提起“老符”、“为民解忧”综合服

务窗口，老百姓无人不知。

“村里大事小事都去窗口找他们，

特别是家庭邻里纠纷，大家都愿意让

他们调解，村民相信他们，也听他们

的。”村民周石发说。

数据无言，却最有说服力，从2022

年3个“老符”到现在全镇9个行政村

106名“为民解忧”工作人员，辖区其他8

个行政村均成立了“为民解忧”综合服务

窗口，基层调解工作实现了全覆盖，累计

为全镇百姓化解矛盾纠纷、解决急难愁

问题61宗，较好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化

解在基层”。

在新龙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更有保障，

“为民解忧”综合服务窗口工作成效得到

群众广泛认可，有效激发起基层社会治

理的新动能。 （董佳丽）

为民解忧 全民共谱和谐音

新龙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曾令云组织综治办工作人员
到龙卧村湾溪田一纠纷地勘查土地现状并现场调处

新龙镇上通天村村民周石发就一些法律问题向“老符”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