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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纠纷
渐成心病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俯下身子听
民声，带着感情察民情。化解农村土地纠
纷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热情，这是东胜区土
地纠纷调解委员会各位调解员的共识，他
们练就了不厌其烦的定力，用心了解案
情，打好纠纷化解“基础牌”。

“我今年 53 岁，从我记事时起四社和
五社的土地边界就不明确，双方摩擦不
断，虽然有关部门曾出面协调过，但均无
果而终。曾经有几个政府引进的项目想
要落户我们这儿，因为土地边界不明确，
项目实施方不愿落地，导致村民们无法受
益。”谈及土地纠纷带来的不利影响，东
胜区泊尔江海子镇宗兑村四社居民崔小
军深有感触。

正如崔小军所言，地界纠纷已经成
为了两社群众的心病。早在 1979 年左
右，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泊尔江海子镇宗兑
村四社与宗兑村五社的草牧场分界线就
不明确，虽历经了一轮土地承包和二轮土
地承包，但双方的土地边界仍然没有明
确，两社群众内心里都有各自的分界线，
但始终无法重合。本打算途经两社的旅
游专线因土地边界不明而绕行，政府引进
的发展项目也无缘落地。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土地价值逐步提升，群众对土地
越来越重视，再加上因边界问题错失了许
多受益良机，双方的矛盾极有可能升级恶
化。

时间跨度长，双方结怨深。了解完
案情后，调解员们深感化解该起纠纷的难
度之大。敢于啃“硬骨头”、解“大难题”
的老领导们迎难而上，当得知早些年宗兑
村其他社曾因土地纠纷发生过命案的情
况后，他们更加坚定了“纠纷不解、我们
不撤”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把两社的土地
边界划清，全力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
忧，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土地医生”
精准把脉

寻找症结，靶向发力。找准争议焦
点是化解矛盾纠纷的关键。东胜区土地
纠纷调解委员会在做实案情了解“大文
章”的基础上，通过案情分析、专家论证
等形式，全力寻找引发矛盾纠纷的症结，
坚持走群众路线，用情说服百姓，打出纠
纷化解“感情牌”。

对于地界纠纷的处理，一般都是从
年纪大的老人身上寻找突破口，可两社
对历史地界稍有了解的老人已经去世

了，村社又拿不出相关证据，划清地界
从哪里入手？面对这一难题，乡村工作
经验丰富的“土地医生”经过多次分析
研究后，最终找到了摸清争议焦点脉络
的方法，迈出了化解该起纠纷的第一
步。

“谁主张、谁指界”。东胜区土地纠
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员马文斌说：“为了
核实清楚争议地位置和面积，我们采用

‘谁主张、谁指界’的办法，分别由两社
群众来指认各自心目中的边界位置，最
终锁定了争议地范围。”

为了说服两社群众，“土地医生”按
照走群众路线、亲情路线的思路，对那
些有抵触情绪的群众，请出他们身边的
亲朋好友和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士，用亲
情感化他们，把和睦相处、互谅互让的
理念“种进”他们的内心，为下一步调解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症施治
祛除病根

精准施治，药到病除。查清矛盾纠
纷的“病因”后，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对
症下药”。东胜区土地纠纷调解委员会
针对农村地区土地纠纷的规律和特点，
巧用“土办法”讲清“土道理”，推动纠纷
化解在法治化轨道上良性运行，用功查
找证据，打好纠纷化解“法治牌”。

泊尔江海子镇宗兑村四社与五社
的地界纠纷，没有历史地界资料可循，
也没有人证。重新划界是最好的办法，
也是唯一的办法。就算重新划界，也得
有相关证据作为支撑，做到依法调解，
否则难以服众。

基于这一思路，“土地医生”打响了
寻找证据的“攻坚战”。他们利用敏锐
的洞察力，在与群众交谈中捕捉有价值
的信息和线索，并“循线追踪”，调查走
访了三四十位与信息线索关联的当事
人，多次深入水利、农牧、档案馆等部门
核实相关事实，为边界重新划分找到了
大量的佐证资料。

有了相关佐证资料的支撑，“土地
医生”又在“联”字上发力，与泊尔江海
子镇政府、宗兑村委会形成合力，通过
多元解纷的方式分头做两社群众的思想
工作，并邀请专业的测绘公司对土地边
界进行了打点划分，避免以山为界、以
沟为界等传统方法划界后因地貌变化无
从查找的现象出现。划清边界后，“土
地医生”用插旗公示的土办法向两社群
众公布地界，群众均表示认可和满意，
并送上了锦旗致谢。至此，近 50 年的地
界纠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地界划清了，心事了结了。“申请土
地纠纷调解委员会化解我们两社之间的
地界纠纷时，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老
领导们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把我们长
达 50 年的心病去了。”深感欣喜和欣慰
的东胜区泊尔江海子镇宗兑村五社社长
张侯存告诉记者，“这回再有引进的项
目肯定能落地，群众也能跟着受益。专
业 调 解 真 的 很 有 效 果 ，得 民 心 、顺 民
意。”

“退休后，能发挥余热，为党和政府
分忧、为群众解忧，是好事儿。司法局
成立土地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的思路
好、举措实，我们理应大力支持和配合，
大家的政治站位和积极性都很高，就算
自己掏腰包加油、吃饭都没有怨言。目
前，我们接收的 7 起土地纠纷，已成功化
解 2 起，专业化解土地纠纷的发展势头
良好。”东胜区土地纠纷调解委员会副
主任郝铁军说。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让
“枫调语顺”成为专业化解农村土地纠
纷、助力乡村振兴的“主旋律”。东胜区
司法局局长杜刚表示，化解农村矛盾纠
纷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尤其土地纠
纷更是重中之重，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
益，东胜区司法局牵头成立土地纠纷调
解委员会就是要利用专业力量，带动延
伸多元解纷触角，发挥各类调解职能优
势和专业优势，打造多方联动的调解新
格局，让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消除在
萌芽状态，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司法行政力量。

“娘家在五社，婆家在四社，两地的

土地边界问题就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心

里多年了，每次回娘家的时候，总能看

到一些异样的眼光，还有人在背后说闲

话。这回好了，老领导们不辞辛劳，用

心用情将边界划在地里，划进群众的心

里，我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回娘家了。”

压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泊尔江海子镇

宗兑村四社居民郭挨秀心里多年的“巨

石”被“土地医生”搬走后，其激动的心

情难以言表。

郭挨秀口中的“老领导”即是穿梭

在乡村之间、深入到田间地头、常坐在

百姓炕头的东胜区土地纠纷调解委员

会的调解员，他们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

为“土地医生”。2024年5月份，面对土

地纠纷已阻碍乡村发展的这一现状，鄂

尔多斯市东胜区司法局主动担责、积极

履职，创新成立了土地纠纷专业调解委

员会，聘请知乡情、通民理的“老干部、

老党员、老教师、老法官、老知识分子”

五老人员为调解骨干，打造“枫调语顺”

新品牌，吹响了土地纠纷专业调解“冲

锋号”，全力将土地纠纷化解在基层，消

除在萌芽状态，让“枫桥经验”在农村牧

区开花结果，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法治新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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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查看土地边界实地查看土地边界。。

群众致谢送锦旗群众致谢送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