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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给澄迈县综治中心送锦旗。

群众向澄迈综治中心服务区反映问题。

澄迈金江镇组织召开矛盾纠纷调解会。

一个阵地
调处矛盾纠纷不再“各自为战”

近日，瑞溪镇北桥村村民陈大伯带着锦旗来到澄迈综治中心服务区，感谢澄迈综治中心
为他成功追回了房屋损坏的赔付金。红底金字的锦旗上，“真心为民办事 倾心为民解忧”12
字格外醒目。而这场持续近半年的房屋损害赔偿纠纷成功化解，离不开澄迈综治中心高效
便捷的一站式调处服务。

去年9月6日，超强台风“摩羯”裹挟着暴雨侵袭海南。当晚，伴随着一声巨响，陈大伯家
祖屋的房顶突然被砸出了一个大窟窿。陈大伯上前查看发现，原来是某新能源公司在邻居
楼顶安装的太阳能板被大风吹落，砸坏了自家的屋顶。

“风大雨大，家里的老人只能临时搬到别的屋子去住。”陈大伯回忆。台风过后，陈大伯
通过镇政府联系到涉事公司。尽管该公司承诺赔偿，但陈大伯认为赔付的金额不足以修复
房屋，要求提高金额或由对方修缮受损房屋。“对方只愿意通过保险赔付1.1万元，但修缮房
屋的费用远不止这个数。”

由于双方就赔偿金额争执不下，矛盾持续升级。瑞溪镇政府多次组织调解，但该公司代
表始终缺席协商，事件也一度陷入僵局，瑞溪镇政府将陈大伯的诉求上报到澄迈综治中心。

澄迈综治中心接到“订单”后，迅速联动县住建局、县司法局、县发改委等部门核实情况，
并请建筑行业专业人士评估房屋损失。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还通过电话、视频会议等方式多
次与公司代表沟通，阐明企业社会责任与法律依据。

“有的纠纷涉及部门多、时间跨度长，仅靠一个部门组织协调存在较大难度。”澄迈综治
中心负责人曾春媚表示，过去调解力量比较分散，可能存在“各自为战”的情况，而综治中心
不仅在协同治理上更有优势，同时也为老百姓调处矛盾纠纷、解决难题提供了“主阵地”。对
于需跨部门调解的矛盾纠纷，由澄迈综治中心服务区发起调解任务，分解工作内容，实行“派
单式”流转，并定期调度。

在充分掌握双方诉求后，工作人员采用“背靠背调解+法律释明”的方式化解双方的矛盾
和分歧，既保障了村民合法权益，又引导了企业合理承担风险，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企业
将赔偿金额提高到2.5万元，并承诺协助修复房屋。签下调解协议当天，陈大伯眼眶湿润：

“没想到拖了半年的难题，在综治中心的帮助下这么快就解决了。”

一张清单
集约化解决疑难复杂问题

走进澄迈综治中心服务区，大厅整洁明亮，映入眼帘的是完善的各类设施和规范的功能
分区：受理区、调解区、心理疏导区、法律服务区等功能区一应俱全。群众一进门即可按指引
办事，方便又快捷。

硬件建设是基础，制度创新则是高效运转的关键。澄迈综治中心服务区建立了三级组
织架构，由县委政法委统筹，县综治中心主管，多部门协同发力。墙上张贴的《服务区工作规
则》《司法确认操作规程》等制度文件，确保每一起纠纷的化解都有章可循。

该综治中心服务区的核心力量，来自公检法司、信访、仲裁等6个部门的常驻团队。“根据
工作需要，综治中心可随时组织31个县直部门和11个镇联合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曾春
媚介绍。

3月13日，记者见证了一场特殊的“专家会诊”——在澄迈综治中心服务区召开的房地
产纠纷分析研判会上，县房管局、住建局等多个部门负责人和专家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就“三
合一”动态清单上的事项逐项讨论。

澄迈县委政法委根据诉源、警源、访源信息，以及各镇、各部门上报的突出矛盾风险，梳
理出房地产纠纷、历史遗留问题、矛盾纠纷风险隐患等三类矛盾风险问题，建立“三合一”动
态清单。清单建立后，由县委政法委定期组织召开分析研判会，逐条梳理矛盾纠纷化解措
施，形成统一意见后，召集矛盾纠纷当事人开展现场调解工作，做到事先研判、高效化解、精
准破题。

清单驱动下，澄迈县还根据矛盾风险的类型，组织开展专项攻坚。今年2月至3月集中
化解土地纠纷，4月至6月主攻房地产风险……“集中时段、集中人员、集中研究，效率也更高
了。”曾春媚表示。

一个平台
拓宽群众反映问题诉求渠道

此外，澄迈综治中心依托澄迈县委政法委打造的线上平台——澄迈县网格化服务管理
平台（格事通），进一步拓宽群众反映问题诉求渠道。

“无论是土地纠纷还是家庭矛盾，群众在线上就能提交诉求，我们第一时间分派处理。”
澄迈综治中心服务区工作人员王本立举例说，去年11月，村民张某通过“格事通”上报了一

起土地纠纷，请求综治中心介入调解。

原来，张某父亲1980年曾与王某口头约定，将自家20亩土地让给王某种植橡胶，并协定

橡胶无法收割后，王某须归还土地。可张某去年发现，王某已有2年多未收割橡胶，便叫其归

还，但王某却以自己做不了主等理由推诿拒绝。属地镇政府多次调解不成功。

无奈之下，张某通过“格事通”上报了纠纷，向综治中心申请调解。综治中心在接到申请

的次日，迅速组织属地镇政府、司法所对矛盾纠纷开展调解，分别与双方单独沟通，了解具体

诉求。工作人员为双方详细解释了相关法律法规，还通过类案的分析，让当事人对纠纷的解
决有了预期。经过多次耐心细致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王某限期清理林木归还土地，
张某支付7万元作为林木处置补偿费用。

“几十年了，这块地终于拿回来了。我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落地，感谢你们尽心尽力调
解。”张某脸上终于泛起释怀的笑容。

平台创新不止于诉求受理，“格事通”还拓展了法律服务模块，126位法律顾问入驻平台，
为居民们解答各类法律问题，特别是针对生活中常见的欠薪、土地、邻里纠纷等提供指引，促
进群众依法化解矛盾。截至目前，平台共收到群众的法律咨询信息1131条，法律顾问回复
1121条，回复率99%，好评率100%。

下一步，澄迈综治中心计划引入退休法官、民警等组建团队，不断充实调解力量，扩充服
务矩阵，一站式解决各类矛盾纠纷，让群众“有话能说、有事能办”，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
步提升。 （秦元 四季 曾春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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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遇到纠纷不知道找谁，现在来到综治中
心，从咨询到调解都能一站式解决！”3 月 13 日，吴女
士在澄迈县综治中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服务区（以
下简称澄迈综治中心服务区）感慨地说。

去年以来，澄迈启动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工作，通过场地改造和功能拓展，建成了澄迈县综治
中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服务区，建立“16161”矛盾纠
纷化解体系，通过阵地建设、资源整合、清单驱动、机
制闭环和平台支持，推动群众诉求在“家门口”解决，
努力打造为民解纷的“终点站”，让人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澄迈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李清果主持召开矛盾纠纷分析研判会。

澄迈瑞溪镇北
桥 村 村 民 陈 大 伯
将 锦 旗 送 到 澄 迈
综 治 中 心 服 务 区
工作人员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