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渭滨公安

分局刑警大队根据线索“顺

藤摸瓜”，连续出击，一举打

掉两个贩毒团伙，抓获犯罪

嫌疑人 20 名，缴获各类毒品

50 余克。

9 月下旬，渭滨公安分局

刑警大队民警在走访中，获

得一条重要线索，租住在渭

滨区某小区的男子代某有吸

毒贩毒嫌疑。经过多日排查，

办案民警得知，代某将携带

毒品返回租住的小区向下线

出售。于是，该大队调集警力

在小区及周边布控，成功将

代某和其他 8 名吸毒贩毒的

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查获

海洛因近 10 克。

在审理该案中，民警又

获得另外一条线索，外地男

子翟某在我市多个县区贩

毒。于是，民警立即展开侦查

摸排，很快查实了以翟某和

车某为首的吸毒贩毒团伙组

织架构。11 月 12 日，民警经

过侦查得知，翟某将从汉中

市购买毒品返回宝鸡。民警

立即赶往汉中暗中跟踪，在

翟某和车某返回宝鸡，并在

市区一租住房间向吸毒贩毒

团伙成员售卖毒品时，将该

团伙 7 名成员成功抓获，当场

缴获冰毒 40 多克。随后，民警

根据突审获得的线索，又赶

往西安，将其他 4 名犯罪嫌

疑人抓获。  （张敏涛 孙力）

本报讯 近日，中华全

国人民调解员协会印发《关

于表彰人民调解宣传工作

先 进 集 体 的 决 定 》，对 在

2019 年度人民调解宣传工

作中贡献突出的先进集体

进行表彰，市司法局获“全

国人民调解宣传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

近年来，市司法局大力

加强人民调解宣传工作，弘

扬人民调解员责任意识和担

当精神，推进“一村（社区）一

法律顾问”，最大限度将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依法及时

就地解决，推动了新时代人

民调解工作创新升级。在工

作中，该局逐渐摸索出人民

调解+ 组织、人民调解+ 行

业、人民调解+ 规范、人民调

解+ 文化的“人民调解+N”

工作模式，年均调解矛盾纠

纷 1.6 万余件，调解成功率

达 97%。

据了解，全市目前共有

各级各类调解组织1619个，

同时，建立了 11 个市级热

点行业专业调委会，在全市

开展“规范化调委会创建活

动”，创建规范化调委会 374

个。我市先后涌现出“百姓

说事室”“民风说事屋”“品

牌调解室”等名牌调解室，

每年解决村级纠纷 1500 余

件，使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

稳定。
（张敏涛 吴颖）

近日，扶风县委政法委
组织 40 余家平安建设成员
单位，集中开展扫黑除恶、远
离毒品、交通安全、防盗防抢
等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当天，
各单位组织人员走上街头发
放宣传单，解答群众问题，共

悬挂横幅 60 条，摆放宣传板
100 个，发放宣传资料 6 万余
份、宣传品 3 万余份，提高了
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
参与率，营造了人人参与平
安建设的良好氛围。

（张敏涛）

本报讯 日前，市扫黑

办召开会议，专题研判分析

“打财断血”工作。会议要求，

各级相关部门要紧盯工作目

标，再加压、再发力，确保“打

财断血”取得新成效。

会议指出，6 月份以来，

针对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反

馈问题，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高度重视，多次

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打财断

血”工作，及时组织市级政法

部门分析形势、健全机制、积

极整改，全市“打财断血”增

幅快、总量大，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截至目前，已查扣涉案

资产 2.9947 亿元。

会议强调，当前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已进入深挖根治

的关键阶段，各级相关部门

要紧盯“打财断血”工作目

标，再加压、再发力，在巩固

当前战果的同时，不断创新

思路、强化举措、寻求突破；

加强相关政策法律培训力

度，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确保“打财断血”不偏

离法治轨道；严格落实会商

机制和相关要求，提高工作

质效，确保“打财断血”取得

新成效。  

（张敏涛 郭宏伟）

扫黑除恶进行时

凝心聚力谋发展  服务群众解难题

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表彰先进集体——

市司法局榜上有名

凤翔县公安局糜杆桥派出所 :

上门办理身份证  解决群众烦心事

街头宣传平安建设

渭滨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顺藤摸瓜
打掉两个贩毒团伙

市扫黑办专题会议要求：

确保打财断血取得新成效

矛盾纠纷化解中心工作人员在进行司法调解

调解结束后，工作人员指导

当事人在调解书上签字。

调出一剂理气舒心的良药
—— 凤县人民法院创新发展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扫描

本报记者 弓旭东

本报讯 “谢谢你们，为了我的 350 元，

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近日，在千阳县公安

局城关派出所，拿着失而复得的 350 元，

71 岁的王某高兴地说。

王某是千阳县草碧镇仰塬村村民，由

于住在山沟里，他经常到山上挖药材卖钱

贴补家用。11 月 12 日，王某带着攒了一段

时间的药材赶到县城，一共卖了 350 元。在

街上闲逛的时候，一陌生男子主动和王某

搭讪，称他能帮王某办低保，但是要托人找

关系，需要一些钱打点一下。为此，王某便

将卖药材的钱全部拿了出来，让这名男子

去买礼品，自己在原地等候。没想到，男子

一去就没了踪影，王某这才意识到可能被

骗了，便赶紧来到城关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案，民警在详细了解事情经过

后，立即展开调查。经过摸排，调取大量视

频监控，最终确定贾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

将其成功抓获。目前，贾某已被行政拘留。

日前，民警把王某接到派出所，将被骗走的

350 元返还。           本报记者 李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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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重头在基层，平安建设的

关键也在基层。如何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将矛盾纠纷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

阶段，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政法部

门的一道考题。

面对创新社会治理这一考题，凤县人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15 年，凤县人民法

院以立案登记制改革为契机，以法治为保

障，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

多种社会资源，积极开展“236”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试点，成立了全省首家县级

矛盾纠纷化解中心，探索出一条“诉访对

接、三调联动、多元协作”的一站式多元化

矛盾纠纷化解的新路子。

截至目前，该县矛盾纠纷化解中心

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 3909 件，调解成功

1859 件，成功率达 47.6%。该县社会公众

安全感测评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全市

第一。       

创新理念做好“必答题”

三调联动为诉调对接“破冰”
面对庞杂的矛盾纠纷，凤县人民法院

主动思变、大胆改革，在县委、县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

凤县“236”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并成

立县级矛盾纠纷化解中心。

凤县人民法院院长江伟说，“2”指的

是搭建两个平台，即县委、县政府统揽指

挥平台和整合多部门的多元化解平台；

“3”是实现三调联动，即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6”是落实六

大保障，即组织、队伍、制度、服

务、考核、资金保障，确保机

制正常高效运行。

日前，记者在该

县矛盾纠纷化解

中心看到，几名

法院工作人员

正在对来访

群众提供登

记立案、简

案速裁、司

法 确 认 等

诉讼服务，

法院、司法

局、信访局 3

家单位相关

负责同志也在

此办公。矛盾纠

纷化解中心还设

有律师咨询台，进驻

的律师为群众免费提

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

服务。

2015 年，商贩李某从凤县黄牛铺镇三

岔河村刘某等 22 户香菇种植户处多次收

购香菇，拖欠收购款 16 万余元。矛盾纠纷

化解中心得知后，经工作人员多方排查，

确认李某与 22 户村民存在债务关系。随

后，矛盾纠纷化解中心指导黄牛铺镇司法

所召集双方当事人现场调处矛盾纠纷。最

终，22 户种植户拿回了自己的“血汗钱”。

像这样的事，4 年多来，该中心已调

解数百起，成为群众致富路上的“护航员”。

化解矛盾做好“选择题”

多元协作解决群众“烦心事”
在获得群众信赖，为社会治理贡献

力量的同时，矛盾纠纷化解中心也在不断

探索，建立了诉求受理、分类甄别、对口交

办、限期办结、统一考核的新模式，并有针

对性地设立了专业调解室，更好地为群众

解决诉求。

“我们根据群众诉求中数量较大的几

类案件，设立了交通事故调解室、妇女儿

童维权调解室和劳动保障调解室。”凤县

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白晓军介绍，

交通事故调解室聘请调解经验丰富的退

休法官，联合交警部门调处交通肇事民事

赔偿纠纷；

妇 女 儿 童

维权调解

室，由具有

国家心理

咨 询 师 资

格 的 专 业

人员联合县

妇联调处婚

姻家庭类矛盾

纠纷；劳动保障

调解室则由法院

专业法官联合劳动

监察大队调处劳动争议

与劳务纠纷。

多元协作可以说是三调联动的具

体体现。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矛盾纠纷化

解中心有效地发挥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和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在征询当事人同

意后，矛盾纠纷化解中心直接委派特邀调

解员、特邀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在立案

后委托当地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

进行调解。

社会治理做好“思考题”

基层实践将纠纷化解在“萌芽”
社会治理需要大学问，仅靠矛盾纠纷

化解中心还远远不够，为做好这道“思考

题”，江伟说：“要在三调联动的基础上，

集合多方力量形成多元协作，让社会治理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才

能大有可为。”

据了解，矛盾纠纷化解中心在凤县县

委、县政府的支持下，依托全县 119 家人民

调解组织，邀请具有凤县产业特点的各类

特色种植业、特色养殖业、旅游业、采掘业

等 22 家协会、专业合作社作为特邀调解组

织，邀请社会各方贤达能人、法官、律师等

178 人作为特邀调解员，对涉及专业类型

的纠纷，邀请相关专业人员横向联合化解。

同时，凤县县委、县政府还主动延伸

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触角，依托各镇综治

维稳中心和司法所，强化疏导化解矛盾职

能，及时调解处理复杂疑难问题；健全镇

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凤县多元化人民

调解委员会，及时调解处理一般性问题，

构建以村为基础、镇为重点、县为主体的

纵向联动调解机制，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工作网络。

2015 年，在黄牛铺镇发生一起致人

死亡的交通事故，后续民事赔偿事宜，当

事双方家属多次协商未果。最终，双方来

到矛盾纠纷化解中心，调解员逐条逐项

释明相关法律法规，从“法、理、情”多方

面做工作，最终促使当事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

实践证明，“236”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是凤县人民法院在平安建设中的创

新之举，是县域社会治理的“破题之作”。

凤县人用直面挑战的豪气、敢为人先的锐

气和改革创新的勇气，交出了一份高质量

的“答卷”。

本报讯 近日，凤翔县公安局糜杆桥

派出所民警来到王家塬村一名长期瘫痪在

床的村民家中，为其采集居民身份证人像

信息，解决了困扰村民的这一烦心事。今年

以来，该所民警已 6 次上门为群众办理二

代居民身份证，受到群众好评。

糜杆桥镇王家塬村村民寸某今年 67

岁，长期患病瘫痪在床。按正常程序，办理

二代居民身份证必须本人到派出所进行人

像信息采集，所以寸某一直没有办理，导致

到医院看病等受到影响。

日前，寸某的儿子来到派出所咨询办

理身份证相关事宜，民警了解情况后，考虑

到寸某的身体状况，派出所安排 3 名民警

到其家中，进行身份证人像信息离线采集。

一周后，寸某就能拿到自己的二代居民身

份证。“这几年没有二代居民身份证，给我

妈看病都不方便。这次多亏了民警，解决了

一直以来困扰我们全家的烦心事。”寸某的

儿子高兴地说。 
本报记者 李晓菲

老人钱被骗  民警帮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