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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丽 通讯员
吕鸣哲）近年来，呼伦贝尔市
新巴尔虎左旗结合牧区人员
流动性强等实际特点，推出
了一批流动调解服务室，为
打造符合牧区实际的“草原
枫桥”工作模式作出积极探
索。

结合春季外来牲畜管
控、夏季转场、秋季打草等时
间节点矛盾纠纷多发、游客
服务需求高和外来人口较多
等实际情况，新巴尔虎左旗
在巴尔虎蒙古部落等旅游景
区建成了“两伊路边”“三美
夏营地”“安达”等流动调解
服务室。根据地区特点和服
务重点，工作人员明确流动
调解服务室特色功能定位，
制定了科学方案，指导属地
苏木镇结合矛盾纠纷季节特
点形成四季服务清单，包括
春季禁牧休牧宣传、夏季转
场流动服务、秋季打草返场
出栏服务保障、冬季矛盾隐

患排查和边境稳控宣传等。
同时，流动调解服务室统筹
苏木镇和嘎查党政工作人
员、“两所一庭”、党员中心
户、护边员等多元力量，建立
完善联动调解工作机制，运
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
段了解牧民诉求、排查矛盾
纠纷。

同时，流动调解服务室
全力推行并用好“临时跟群
放牧”工作法，组织志愿者成
立“红袖标”草原110护边队，
壮大守边固边力量，以“调
解＋宣传+服务”方式有效发
挥特色服务作用。2024 年，
流动调解室共为辖区居民和
游客提供医疗救助等便民服
务200余次，解决实际困难50
余件，救助生活贫困群众 42
人次，排查化解牧民秋季打
草、牲畜返场等矛盾纠纷150
余件，为打通牧区便民服务

“最后一公里”发挥了重要作
用。

新巴尔虎左旗打造
流动调解服务室

创新基层治理 构建幸福格局
——探寻呼和浩特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与成功经验

本报记者●袁雪英●郭惠心

基层治理作为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

石，既是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的

关键环节，也是感知

民生冷暖、衡量公共

服务效能的前沿阵

地。近年来，呼和浩

特市基层治理工作

在积极探索、大胆创

新中焕发出前所未

有的活力。近日，记

者走访呼和浩特市

部分城区，探寻基层

社会治理的创新模

式与成功经验。

踏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街道综治中
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醒目的“调百姓之难、解群
众之忧”几个大字，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更是该中心
全体工作人员的行动指南。

大学西路街道综治中心所管辖区域不仅是呼和
浩特市最早的高校集中区，也是小商户集聚区，呈现
出“三多”（即学校多、学生多、商铺多）、“二老”（即小
区老、老人多）、“一新”（即新业态从业人员多）的显著
特点。面对如此复杂的工作环境，该中心积极探索创
新，推出多元化服务模式，引入专业法律顾问团队，依
托先进的“律兜”法律服务平台，为外卖骑手和商家提
供全方位、专业化的法治宣传与法律咨询服务。同

时，精心打造首家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法律服务工作
站，通过电话咨询热线、微信工作群及时响应新就业
群体的法律需求。针对讨薪、工伤等矛盾纠纷，该中
心专门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以高效的工作机制
推动案件快收、快审、快结。

“我们将普法宣传卡片放到外卖配餐中，把外卖
配送转化为精准普法配送；同时，在商户店面张贴综
治中心业务介绍、法律咨询指引等信息，让法律服务
真正触手可及。”赛罕区大学西路街道综治中心主任
杨慧龙介绍道。凭借创新的服务理念和扎实的工作
举措，赛罕区大学西路街道综治中心在群众与政府之
间架起了“连心桥”，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赛罕区：创新服务“方程式”，搭建为民“暖心桥”

“您好，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有什么需求
可以帮您？”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中心一楼，工作人员热情地询问每一位前来办事的群
众。记者了解到，该中心通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
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起“八心四庭”联动聚力、“一站
五会”解纷止争的全新治理格局。

“无论是家长里短、邻里纠纷，还是劳资矛盾，我
们都会提供专业法律援助。”新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中心工作人员韩晓娟介绍说，该中心自2024年6月
成立以来，搭建起“两窗口、六部、七中心”的“267”组
织架构，建立综合调解“七联”机制，整合9家专业调
解组织，设立交通法庭、速裁庭、仲裁庭、行政复议庭

“四庭”，实现集中办公、实体化入驻，成功打造集接
待、咨询、调解、仲裁、诉讼、帮扶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解纷平台。
“中心由效能评价服务部统一管理，健全首问首

办、督办问责、研判预警等机制，完善提示、催办、反
馈、评价等闭环管理流程，切实发挥综治中心在矛盾
纠纷办理处置中的枢纽作用。”新城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中心主任杨绍斌介绍说，为扩大受理范围、方便
群众办事，该中心开通“线下+线上”受理渠道，线下
在大厅接待来访，线上接受纠纷化解相关事项预约，
并将受理事项、办理程序纳入电子化监控系统，全流
程盯办、催办、督办，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以前办事要跑好几个部门，自从中心成立，办
事少走了很多弯路，节省了大量时间，办理业务方便
多了！”采访中，正在办理业务的群众王敏感慨地对记
者说。

新城区：创新模式“加速度”，服务民生高品质

“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一面旗
帜，充分展现了基层治理的强大生命力。走进呼和浩
特市回民区通道街街道综治中心，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通道街街道通过全区域统筹、多方面联动、各领域
融合，切实落实“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制度，凝聚区域
党建工作强大合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将矛盾纠
纷及时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通道街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张美林告诉记者 ：“我
们将矛盾纠纷分为物业纠纷、家庭纠纷和邻里纠纷三大
类。2024年成功化解纠纷200多起，成功率达99%，努力
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据介绍，通道街街道
综治中心整合律师事务所、司法所、派出所、北疆公证处
等多方资源，打造一站式、多元化纠纷化解平台，为群众
提供法律咨询、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等服务。

群众是基层治理的直接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至关重要。通道街街道秉持
“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在管理中充分尊重群
众意愿，指导各社区发挥居民议事厅的阵地作用，及
时收集居民需求，定期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居
民代表召开“四方会议”，听民意、定方向、谈举措、化
难题，让居民能够自主决定社区事务，从源头上减少
矛盾纠纷的产生。

呼和浩特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周宏波表示，
综治中心旨在推动政法单位、住建、人社等行业主管
部门及调解组织入驻，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基层治理矩阵。通过
发挥综治中心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枢纽作用，实现矛
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理。目前，呼和浩特市
9个旗县区、84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均已挂牌，并投
入运行，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一站式”服务。

回民区：积极践行“枫桥经验”，强化服务解民忧
阿勒腾席热讯 在推动

法治建设与服务群众工作进
程中，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
旗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创新
工作模式，与伊金霍洛旗人
大常委会紧密合作，推行“人
大 + 检察”双向联动监督协
作机制，将人大监督职能与
检察监督优势紧密结合，为
提升监督效能、保障司法公
正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人大 + 检察”双向
联动监督协作机制下，伊金
霍洛旗检察院在各镇创新
打造了“人大代表之家”，设
立了“共享检察听证室”，拓
展了检察听证的空间维度，
为群众参与司法过程提供
了更为便捷的途径，让检察
听证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群
众。

与此同时，该院充分利
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检察服务
效能，在备受群众欢迎的“伊
手办”便民服务平台上专门
设置“检察云听证”功能模
块，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

2024 年，该院召开公开
听证会 62 次，其中办理的一
起检察听证案例凭借其典型
性与示范价值，在全国检察
机关听证观摩暨研讨活动中
脱颖而出，被作为典型案例
在全国分享推广。通过一系
列创新举措，伊金霍洛旗检
察院在提升检察工作质效、
服务人民群众、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贡
献了积极力量。

（杨燕）

“人大+检察”
催生听证新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