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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美兰区综治中心，面积约3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
里，功能齐全，分区工整。一楼配备了群众接待、矛盾纠纷
调处、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等功能窗口；二楼为会议室、矛
盾纠纷调解室等办公场所；三楼为入驻人员和区联防大队
办公室。

经过不断融合升级，综治中心建成了集区信访服务中
心、区法律服务中心、区人民法院诉讼人民调解中心、区人
社局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一站式综
合治理平台。

综治中心内，法官、民警、律师、专职调解员等人员的
身影穿梭在各个功能室，有序地开展工作。政法各单位与
政府部门及相关社会力量协同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采取“常驻、轮驻、随驻”相结合的方式入驻，并汇集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及行业性专业性调解、法律咨询、
心理服务、社会帮扶、劳动仲裁等社会资源，真正实现“只
跑一地、只进一门”，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

“综治中心就是美兰区综合治理的枢纽，矛盾的受理、
分流、调处、办结、回访都可以在这里完成，这得益于我们
拥有一个‘智慧大脑’。”海口市美兰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仇志明介绍。

“智慧大脑”指的就是海口市综治信息系统。美兰区
结合实际，率先依托海口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系统模
块，利用“采、汇、办、调、研、督”相关功能，建立综治组织及
综合业务、实有人口信息库等10个信息库，统一全区“一
套业务流程、一本纠纷台账、一个纠纷数据库、一张纠纷热
力图”。

通过建立“发现上报—分流转办—联合调处—跟踪督
办—反馈评价”全流程闭环流转，实现矛盾纠纷“一网统
管”。

由网格员、村（社区）、镇（街道）、各职能部门录入基础
信息数据，建立矛盾纠纷等数据库，实现矛盾纠纷“一网通
查”。

同时，构建矛盾纠纷一网考核体系，整合多方数据资
源，实时获取矛盾纠纷的源头信息、发展动态以及处置流
程，通过智能分类和标签化管理，精准区分不同类型的矛
盾纠纷，为后续的针对性考核与分析提供坚实基础，有力
提高矛盾纠纷化解实效性。

工作人员在系统上打开一宗由白龙司法所联合白龙
派出所调解完成的邻里纠纷。双方当事人由于日积月累
的矛盾产生了言语争执并升级为肢体冲突，经过背对背调
解，一方同意另一方赔偿金额3800元，达成和解协议，并
握手言和。

“我们现场对他们进行了回访，核实赔偿金已经转款
完成。”工作人员介绍，在该起纠纷的最后流程，系统显示

“已回访”及回访情况介绍。
“一网统管”做实了矛盾纠纷防范化解工作全程跟踪

督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综治中心成为美兰
区的“矛盾终点站”。

“从综治中心延伸出去，我们又建设了很多‘触角’。”
仇志明介绍，美兰区全面推进区、镇（街道）、村（社区）综治
中心规范化建设，形成三级联动的“平安矩阵”。

其中，灵山镇域面积112平方公里，下辖22个行政村
和2个社区，常住人口约14万人。灵山镇综治中心成立
于2020年。

灵山镇外嫁女股权纠纷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外嫁女主张征地权益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普遍的问

题，且灵山镇外嫁女数量庞大，在每一次的土地款分配中，
都会产生外嫁女对土地款诉求的纠纷，也有引发群体上访
的隐患。”灵山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负责人梁天财
说。

灵山镇综治中心采取了“三步走”的方式从源头解决
外嫁女股权纠纷。

首先，由镇委书记、镇长牵头，各挂点领导作为挂点村
负责人，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分组进村入户协调村民小组
为外嫁女发放股权证。目前，大部分村民小组已同意为
外嫁女发放股权证，承诺给予她们村民同等待遇。第二
步，在区检察院、区法院的支持下，对矛盾较为突出的村
民小组开展重点普法宣传、政策宣传，全方位推进外嫁女
股权证办证工作。督促村委会、村民小组在开展村民自
治的同时，自觉保障外嫁女的各项合法权益。最后，协调
区法院，向工作推进缓慢的村委会发放司法建议书，建议
高度重视外嫁女历史遗留问题，督促村委会、村民小组主
动作为，积极化解纠纷。

通过一系列措施，截至目前，该类案件同比减少约
30%。

依托灵山镇综治中心不断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问
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这是美兰区三级综治中心上下联动实
现综合治理的缩影。

海甸街道综治中心打造集矛盾纠纷化解、治安防控、
公共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2024年，现场接
访26件，线上接访174件，成功化解189件，群众满意率
达到95%，有效维护了街道的和谐稳定。

目前，美兰区已建成镇（街道）综治中心13个，依托村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流水坡、新安、龙岐、江源等村
（社区）级综治中心示范点……

在不断完善的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综治中心
建设中，多方努力，上下联动，将矛盾就地化解。

美兰区通过打造风险防控的“前沿阵地”，不断推进社
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做到“小纠纷不出村、大纠纷不出镇、
疑难纠纷不出区”。

“一网统管”实现“闭环管理”
推进一站式综合治理平台建设

近年来，海口市美兰区通过一站式综合治理平台
搭建、“机制融合”多元解纷、“一网统管”全流程监管
等举措构建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体系，全面提升基层
治理实战能力，针对辖区城市更新项目和物业管理、
招生入学、劳资纠纷等问题矛盾易发多发的实际，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整合资源，不断完
善“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多元调处
机制，有力有效维护了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

2024 年 12 月 31 日，美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
心（以下简称“综治中心”）升级改造挂牌运作，登记
受理矛盾纠纷 202 件，已结案 196 件，化解成功率
97.03%。

从“数据之治”到“民心之治”，美兰区坚持“实
战、实用、实效”为导向，全面推进区、镇（街道）、村
（社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践行“枫桥经验”，
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了一批
具有美兰特色的综合治理亮点：红岛海岸派出所被
评为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美兰区劳动争议调
解中心被评为“全国金牌基层调解组织”，区法律援
助中心被评为“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全省
首创医疗法庭，三江镇、白龙街道、海甸街道被评为
全省信访工作示范街道……

升级搭建“服务阵地”
三级综治中心上下联动

一支多元的调解队伍、一批特色的调解品牌，是美兰区
综合治理的生力军。

“于大伟调解工作室”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新
安社区，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揭牌成立。通过“四室联
动”调解工作室（个人调解室、警务室、法律顾问室以及法
治文化室），发挥调解员的调解优势、社区民警的执法优
势、社区法律顾问的专业优势，优势互补，大幅提升调解
效力。

2024年12月，王某等5人故意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公安
机关、律师、于大伟调解工作室对王某等5人的违法行为
在法律上的责任、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后果进行了告知。

调解员从积极获得对方谅解的角度出发进行赔偿调
解。最终，王某等5人认识到错误，并争取对方谅解，进行
了赔偿，履行了调解协议。

“每一件调解案件，就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于大伟说，
矛盾要“化解在小，处置在早”。

据统计，“于大伟调解工作室”至今排查调处各类矛盾
纠纷500余宗，调解成功率100%，开展普法宣传900余场
次，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

美兰区在此基础上，又打造了“秋韵调解工作室”“黄雅
调解工作室”“老刘工作室”等4家基层调解特色品牌，其中

“黄雅调解工作室”自2024年6月成立以来，调解案件145
宗，调解成功139宗，成功率96%。

如今，律师、退休法官、法律专家、“五老人员”等社会
人士奔走在人民调解工作一线，形成一张平安建设的安
全网。

同时，美兰区形成以区综治中心为枢纽和实战平台的矛
盾纠纷多元调处机制。由区委政法委统筹，区综治中心统
一受理分流给事权单位和各类调解组织调处化解，区法院
对调解工作进行指导和司法确认，区检察院负责法律监督，
构建综治中心组织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工作流程和规章制
度，着力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效。

“我们建立了分流引导、首接负责、集访联处、安全保障、
定期例会、会商研判、督察督办、年度考核等九项制度。”仇志
明说，在“机制融合”中，着力推动综治中心建设规范化、制度
化、标准化。

在不断践行“枫桥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中，美兰区的综治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下一步，美兰区将对标自贸港社会治理需求，不断整合
资源，完善运作机制，健全制度保障，持续创新特色调解品
牌，为全力推进各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建设更高水
平平安海南贡献美兰力量。

（静一 海西）

特色调解品牌+“机制融合”
提升一条龙多元解纷质效

美兰区法援中心在万绿园开展海口市女职工普法宣传月活动。

“于大伟调解工作室”成功化解邻里矛盾纠纷。
美兰区委政法委副书记陈剑辉在综治中心召开联席会议。

美兰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仇志明在综治中心与来访人员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