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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海区《关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的意见》为依

据，辖区内7个镇街结合实际，出台镇街

一级的配套意见，形成上下一致、权责清

晰、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

以7个镇街作为矛盾纠纷化解的基本单

位，发挥其主力军作用，坚持矛盾纠纷就

地化解，探索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经

验做法，提供高效便民、群众满意的工作

机制和方式；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为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径
南海拟推出新“七大举措”，不断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建设

“有矛盾，找梁心

帮办！”7月 24日，佛

山首个政媒合作的个

人调解工作室揭牌成

立。这是佛山首个具

有“媒体”属性的个人

调解工作室，也是南海

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方面的一个创新探索，

将进一步助力市域社

会治理工作。

市域社会治理是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

基础。早在2018年6

月，南海区便开展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

制建设，为市域社会治

理提供有益探索。

虽然南海的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已

经取得初步成效，但如

何继续完善社会矛盾

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

解综合机制，把群众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

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

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

说法”，切实把矛盾解

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

基层，这是南海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

昨日，在南海区深

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工作会议上，南海区司

法局局长唐建强解读

了《关于深化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建

设的工作意见》（征求

意见稿）。《意见》（征求

意见稿）对下阶段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进

行升级部署，提出新

“七大举措”。

接下来，南海区将

持续深化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工作机制建设，

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为

重要抓手，不断探索新

时代“枫桥经验”创新

路径，总结推广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的“南海经

验”，推动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工作机制提档

升级。

今年4月，里水镇瑶头村

某场地突发燃爆事故，事故共

造成周边18栋楼房受损，户

主要求肇事者赔偿，涉及赔偿

金额高达140万元。面对受

损房屋类型不同，受损主体诉

求也不尽相同的难题，南海是

如何快速调解成功的？

里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得益于两年前推动的“147”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在

事故发生后，事件处置很快就

按照相关流程进行。里水镇

多部门联合狮山镇安监部门

立即展开受损楼房排查，成立

调解小组，第一时间介入纠

纷。调解小组采取“逐户上

门、逐个击破”的方式，耐心引

导，仅用一个星期时间就让众

多受损主体得到满意的赔偿

结果。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

展，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多元复

杂。对地处广佛交界的南海

区而言，这种表现更加明显。

非户籍人口急剧增加引发的

矛盾纠纷、广佛同城带来的跨

区域治理矛盾，城市化进程中

因利益调整引发的各种矛盾

不断产生，一般民间纠纷也从

邻里矛盾、婚姻矛盾等向专业

性、行业性、复杂性、群体性多

元社会矛盾纠纷转变。

经过两年探索，南海区在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中，不

断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先后印

发《关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机制的意见》《南海区个人调

解工作室管理试行办法》等4
个配套文件，全区7个镇(街

道)出台实施意见及配套文

件，逐渐形成了南海区“147”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

所谓“147”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工作机制，其中的“1”
是指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体系；

“4”是指四个

有效运转的

工作机制，包

括财政投入

机制、任务协

作机制、多元

主体培育机

制、绩效考核

与奖惩机制

等；“7”是指

七个功能完

善的网格化

实施单元。南海区七镇街以

《关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

制的意见》为依据，结合各自

实际，出台镇街一级的配套意

见，形成上下一致、权责清晰、

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

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

基础。“147”矛盾纠纷多元化

工作机制是南海区在市域社

会治理的一种有益探索和重

要创新，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化

解矛盾纠纷的成功经验和制

度创新。

今年7月，南海区“147”
矛盾纠纷多元化工作机制获

评2020年全国“创新社会治

理典型案例”的“十佳案例”。

“这说明南海在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工作上做得很扎实，成效

明显并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军

说。

走进南海分局罗村派出

所务庄社区警务室，就能看到

陈平功调解工作室。26年来，

陈平功扎根社区，专注调解，及

时定纷止争，在社区树立了口

碑和品牌。辖区的不少群众，

一有矛盾纠纷，首先就会去他

的工作室“聊聊天”。调解工作

室墙上挂满的锦旗，就是群众

对他的认可。

在南海，这样的个人调解

工作室共有15家。这是南海

不断创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工作机制的“产物”之一。

多维度、多渠道、多手段

破解难点痛点堵点，是市域社

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

是检验其成效的重要标尺。

在实践中，南海不断以自治激

发治理活力，以法治彰显治理

威力，以德治深化治理潜力，

成效明显。

具体说来，在创新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方面，南

海有七大措施，包括推动全区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盘棋”；

聚焦源头治理，多方面构造基

层调解组织网络，夯实基层调

解服务；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基

层治理等中心工作，坚持矛盾

多元共治，打造群众知晓的人

民调解品牌；强化理论指导，提

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水平；借力专业团队，整合行业

性、专业性社会资源，扩大矛盾

纠纷调解服务覆盖面；综合运用

法律宣传、政策解读、协商疏导

等方法，妥善高效息纠纷，努力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探索完善公

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完善基层治

理的体制机制等。

在“七大举措”的推动下，

南海区已建有425个人民调

解委员会，在南海自然资源分

局等部门成立了13个调解工

作室，在镇（街道）设置了32
个治安纠纷调解工作室、13个
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和15家
个人调解工作室，调解服务覆

盖全区。

与此同时，区镇两级人民

调解队伍不断健全和壮大，现

有专职人民调解员605名，扎

根基层做实各类调解工作，夯

实基层调解基础；调解服务基

本覆盖一线，道路交通事故纠

纷、物业纠纷、一般劳资纠纷、

治安纠纷、邻里纠纷、医患纠

纷等都可以通过专门的调解

委员会调处解决，调解服务的

专业性和行业性不断增强，深

化矛盾源头防范。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

理的基石，也是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的基础。因此，立足

于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推

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有

效化解矛盾纠纷是地方政府

提高政治站位，积极担当作

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年初，佛山市委将2020
年定为“社会治理年”，5月，

南海区召开了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工作推进会。区委书

记闫昊波表示，要将社会治

理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

谋划。去年南海经济规模突

破 3000亿元，但近 500万

实有人口规模，带来巨大管

理压力，基层一线每天都面

对各类新问题、新矛盾、新挑

战。要通过市域治理现代

化，来破解这些问题，打开新

的局面。

如今，在南海区，有交通

事故赔偿纠纷处理一体化处

理中心，负责受理南海全区

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在丹

灶，有擅长调解劳资纠纷、物

业纠纷的谢苏调解工作室；

在大沥，由社区警官担任专

职调解员的叶建华个人调解

工作室，力争小事不出村；在

桂城，苏志敏“创熟”调解工

作室充分调动“创熟”过程中

形成的街坊志愿服务互助会

等基层调解力量参与社区治

理……

“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工作方面，南海各镇街、各部

门都有一些创新举措，这是

市域社会治理的‘盆景’，如

何将‘盆景’变成‘风景’，需

要深入思考。”李军表示，完

善的治理机制，是治理体系

有效运转、治理能力充分发

挥的重要保障，南海要进一

步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

作机制，引导群众利用调解

的资源化解矛盾，努力为佛

山争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试

点城市提供南海经验。

如何继续深化？在解读

《关于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工作机制建设的工作意

见》（征求意见稿）时，南海区

司法局局长唐建强表示，南

海拟推出新“七大举措”，力

促调解效能提升，接下来也

会重点考虑如何提高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的覆盖面，真正

将矛盾化解在源头。

“矛盾积累久了，化解难

度就更大了。基层调解员的

工作看似简单，但对社会治

理很重要。”区委常委郭家新

表示，南海要进一步思考，如

何继续壮大完善调解员队

伍，让矛盾纠纷调解更加专

业化、法治化，更好地就地解

决群众身边的矛盾纠纷。

对此，《意见》（征求意见

稿）提出，在打造专业调解队

伍方面，吸纳退休公务员、法

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等

技术人才进一步扩充调解队

伍。坚持“条件成熟一个，建

立一个”原则来发掘培育调

解组织。

“南海区已经充分认识

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

重要性，推动矛盾纠纷就地

化解，让群众少跑路，少花时

间和金钱就能解决矛盾，这

非常契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要求。”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

理汪世荣教授表示，基层治

理工作就是要未雨绸缪，要

有前瞻性，南海要深入学习

“枫桥经验”的“四前工作

法”，做到“组织建设走在工

作前、预测走在预防前、预防

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

前”。

文/珠江时报记者程虹付艳霞通讯员李敏怡

构建“147”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
让群众遇到问题有地方找说法

多维度多渠道多手段化解矛盾纠纷，
让群众有矛盾首先想到调解

将“盆景”变“风景”，为探索市域
社会治理新路径贡献“南海经验”

何为“147”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机制？

财政投入机制：

通过区镇(街道)两级财政保障经费的来源

任务协作机制：

通过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协同联动发挥

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

多元主体培育机制：

通过参与主体市场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保证矛盾纠纷化解的成效

绩效考核与奖惩机制：

通过精细化管理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治

理能力实现长治久安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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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首个政媒合作的个人

调解工作室“梁心帮办调解

工作室”日前成立。

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 摄

南海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成效

2018年下半年至今

南海区各类调解组织

共调解案件6412件

调解成功6071件

调解成功率达94.68%

1 一个强有力的
领导体系

４ 四个有效运转的
工作机制

７ 七个功能完善的
网格化实施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