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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 阳 市 司 法 局 文 件 
溧司发〔2019〕5 号 

                        

市司法局关于司法行政系统“大排查 早调解 
护稳定 迎国庆”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各司法所，局相关科室，各专业调解组织：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

今年大事多、喜事多，各种敏感节点多，风险挑战多，维护社会

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良好社

会环境。根据上级机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决定从现在起至 11

月中旬，在全市开展“大排查、早调解、护稳定、迎国庆”专项活

动。现制定我市实施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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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保

障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通过专项活动，全面提升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能力，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二、主要任务 

开展“大排查、早调解、护稳定、迎国庆”专项活动要以“排

查盲点、化解风险、防范预警”三项行动为抓手，努力实现“小事

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镇（街道）、矛盾不上交”，坚决将

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确保矛盾纠纷不激化、不失控、不上

行、不进京，确保不发生因排查不到位、调处不力引发的重大群

体性事件、个人极端事件和民转刑案件。 

（一）矛盾纠纷排查盲点行动 

1、坚持全面排查。发挥调解员、调解信息员、网格员和村

级“百姓议事堂”理事人头熟、情况熟的优势，把触角延伸到镇、

村（社区）、组和企业单位等各个角落，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和纠

纷动态，及时了解掌握纠纷苗头和发展趋势。 

2、突出重点排查。聚焦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城

郊结合部、“城中村”等重点地区，环境污染、拆迁等重点领域，

物业、医疗等重点行业，以及各重点时段，有针对性开展滚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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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排查，特别是对易发多发、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的矛盾

纠纷，要不间断进行排查，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3、加大排查密度。专项活动期间，村（社区）每周至少要

组织排查一次，乡镇、街道每半月至少要组织排查一次，市每月

至少要组织排查一次，并实行矛盾纠纷零报告制度；重点、特殊

时段要进一步加大排查频次和密度。 

（二）矛盾纠纷化解风险行动 

1、及时就地化解一般矛盾纠纷。对婚姻家庭、邻里物业、

物业等常见、多发的矛盾纠纷，村（社区）、镇（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要及时主动介入，就地进行化解，实现小事不出村（社

区）、大事不出镇（街道）。 

2、有效控制重点矛盾纠纷。要把涉及退役军人、环境污染、

征地拆迁等矛盾纠纷作为调解工作重点，与相关主管部门协作配

合，合力化解。一时不能化解的，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通过情

理法钝化矛盾，引导他们通过合法渠道反映诉求、维护权益。 

3、合力攻坚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对有去省进京访、群

访集访、重复访可能的重大矛盾纠纷，一律实行领导包案，逐案

明确包案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对疑难复杂矛盾纠纷要统

筹律师、法律援助、公证、仲裁和各专业调委会专业力量等法律

服务资源，会同公安、信访等部门和镇（街道）党委政府合力攻

坚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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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矛盾纠纷防范预警行动 

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苗头隐患要分类梳理，建立台账，加强

舆情分析和风险研判。根据研判结果及时制定预防措施和应急预

案，及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意见建议，增强工作的针对性

实效性。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群体、重点案件，要加强

信息收集，持续开展跟踪分析，全面掌握预判纠纷发展趋势和当

事人思想行为动态，有针对性地采取教育疏导稳控等措施。建立

舆情分析研判机制，及时对可能产生的负面舆情影响进行评估，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三、工作举措 

（一）健全组织建设夯实基础。一是进一步规范镇（街道）、

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健全镇（街道）、村（社区）人民

调解组织，及时推选补充人员缺额，确保镇、村两级人民调解组

织运转正常、作用发挥。二是着力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

织建设。注重发挥行业、企业人民调解组织作用，积极化解企业、

行业内部矛盾纠纷，确保矛盾纠纷不出企业、行业。三是积极推

进个人调解工作室建设。以“老兵”调解室建设为重点，打造一批

人民群众信得过、叫得响的个人品牌调解室，为人民调解创新发

展提供典型示范。 

（二）落实“四色”预警强化预防。按照特别重大事件（红

色）、重大事件（橙色）、较大事件（黄色）、一般事件（蓝色）

四个等级，建立矛盾纠纷分级预警机制。以“四色”预警机制为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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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完善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调处机制，按照“日常工作循序查、 

重点时期集中查、专项时期攻坚查”要求，重点排查越级上访、

治安隐患、群体性事件等矛盾纠纷苗头线索，做到主动预防、靠

前化解。严格执行矛盾纠纷专报、直报、“零报告” 制度，对排

查发现的纠纷苗头和隐患分类梳理、逐一登记、建立台账，并及

时向党委政府报告，向有关部门通报。 

（三）推进多调对接凝聚合力。加强市镇两级部门间的协调

配合，扎实推进公调、诉调、访调等对接工作。强化协作，完善

联席会议和会商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

题，特别是对情况复杂、化解难度大的矛盾纠纷，以及涉及多部

门的重大疑难纠纷、群体性事件，建立联合工作组，形成化解矛

盾的工作合力，有效防止矛盾纠纷上行。 

（四）贯彻实战勤务提升战力。有效整合律师、公证员、普

法队伍、人民调解员等专业力量，最大程度把资源部署在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急需领域。强化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置，围

绕决策指挥、预案制定、现场处置、应急保障等环节，完善应急

预案，加强实战演练，确保重大矛盾纠纷能够在第一时间依法妥

善处置。 

（五）借助社会组织精耕源头。要大力发挥本地基础型社会

组织“百姓议事堂”的组织作用，引导广大理事投身到专项活动中

来，通过他们收集社情民意、调解矛盾纠纷、宣传法治文化、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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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文明乡风、规范村规民约，在村头、田头营造和谐文明、讲法

信法的良好社会风气。 

四、实施阶段 

专项活动从 3 月下旬开始，至 11 月中旬结束，分为三个阶

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3 月下旬）。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动员

部署，使全系统特别是广大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了解、支

持并积极投身到专项活动当中，掀起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热潮。

要广泛宣传专项活动，真正使专项活动人人知晓，全员参与。 

（二）组织实施阶段（3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组织专门

力量下沉一线，深入到村组、社区、企事业单位，深入到困难人

群多、纠纷问题多的地方，切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对排查出来

的、党委政府交办的、有关部门委托移送的矛盾纠纷，要灵活运

用法理情等多种方式方法，及时、就地、依法进行调解。对有可

能激化或引起民转刑案件、群体性事件和信访案件的矛盾纠纷，

要在稳定事态的基础上及时报告所在的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配

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对调解不成的，要及时导入法治轨道，引

导当事人通过仲裁、行政裁决、诉讼等合法渠道解决。 

（三）总结表彰阶段（10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对在活动

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及时总结、大力宣传和推广他

们的经验和事迹。市局将根据各地专项活动开展情况择优向上级

推荐先进集体和个人，并适时对表现突出的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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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进行表彰。 

五、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司法所、局相关职能部门要充分认

识开展专项活动的重要意义，把专项活动作为贯穿全年的重要工

作，形成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主动向

所在的党委政府汇报活动部署安排、进展情况和工作成效。 

（二）狠抓工作落实。深入一线了解活动开展情况，依法规

范调解工作，推动活动深入开展。同时，要广泛发动律师、公证

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工作者等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工作。把开展专项活动与贯彻落实《关于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结合起来，不断开创人

民调解工作新局面。 

（三）营造社会氛围。要注重运用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

媒体和网站、微信等现代传媒手段，大力宣传活动的开展情况和

取得的成效，宣传活动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和典型案例，宣传人民

调解工作的特点和优势，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引导更多的纠纷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四）加强信息报送和统计工作。要采取多种形式，总结交

流活动开展情况、经验做法和成效，各司法所每月至少撰写一篇

工作信息报送市局和所在党委政府。要根据专项活动各阶段时间

安排，对工作情况进行阶段总结，形成书面材料，及时报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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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做好相关数据统计上报工作。 

 

 

溧阳市司法局 

2019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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