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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谈起业主宋某欠交物业

费纠纷得到妥善解决的事，驻北塔区世

界钰园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感触良深

地说：“北塔区的‘四级联调’工作以人

为本，体现了法理情相结合的服务理

念。”原来，宋某因家庭情况特殊，欠交

物业费。该小区联合调解点的调解员及

时与社区沟通，寻求政策上的帮扶，并

积极与物业公司交流对接，作出了合理

化调解意见。

近年来，北塔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大力构建区、街（镇）、村

（居）、网格四级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体系，推动调解工作向多元化、全域化

解纷模式转变，把调解组织建在“网格

上”，将调解工作送到“家门口”。

2024 年以来，该区成功调处矛盾纠

纷 1204 件，成功率达 98.6%，公安机关

接警量、刑事案件发案率、法院民事诉

讼立案数等指标显著下降，基层社会治

理效果显著。

分级分类，压实调解责任

近年来，北塔区制定了《北塔区矛

盾纠纷化解“四级联调”工作实施方案》

《北塔区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管理

办法》，从组织领导、考核评价、加强保障

等方面，建立“区、街（镇）、村（居）、网格”

四级矛盾纠纷联动调解工作新机制。

如今，在北塔区，网格、村（居）、街

（镇）、区对发现的矛盾纠纷进行研判，

根据矛盾纠纷的性质、规模大小、调解

难易程度、社会影响等因素，将其分为

简单、一般、复杂疑难和重大矛盾纠纷

四个类别，明确分别由网格、村（居）、街

（镇）、区四级进行调处。同时，构建上下

贯通、相互联动工作机制，实现矛盾纠

纷“琐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村、难事不

出街镇”，有效提升了调解工作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2024 年 9 月，在街道办事处和社区

居委会的共同帮助下，该区状元洲街道

柘木社区世界钰园网格成立了北塔区

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世界钰园联

合调解点，调解员共 6 人，由调解委员

会成员、社区工作人员及小区的栋长、

邻长组成。该联合调解点不仅负责物业

纠纷矛盾调解，还受理处置邻里矛盾纠

纷、家庭矛盾等矛盾纠纷。

上下联动，建强调解网格

近 年 来 ，北 塔 区 不 断 夯 实“ 主 阵

地”，把简单矛盾纠纷化解在网格。他们

将全区 44 个村（社区）划分为 144 个网

格，全区各级 401 名调解员融入“全科

网格”治理体系，吸收党员代表、社区工

作者、社区民警辅警等力量担任网格调

解员，充分发挥网格调解员人熟、地熟、

事熟优势，对矛盾纠纷从源头上做到早

排查、早发现、早化解。

建好“桥头堡”，把一般矛盾纠纷化

解在村（居）。该区按照属地管理的原

则，村（居）将群众反映、自主摸排或上

级交办的矛盾纠纷按照管理权限进行

分流，按照“走访—登记—上报—办结

—反馈”工作流程，做到及时发现、及时

调度，形成高效治理的工作闭环。

做强“主渠道”，把疑难复杂矛盾纠

纷化解在街（镇）。对一些问题成因相对

复杂、涉及面较广的矛盾纠纷，该区充

分发挥“街（镇）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和

街（镇）政法委员作用，定期组织召开联

席会议，开展联合调解。

打造“终点站”，把重大矛盾纠纷化

解在区级。区级派出由区领导为组长、

乡科级干部为成员的支帮工作队，分别

与 5 个街（镇）结成对子，对涉及多个部

门的矛盾纠纷，支帮工作队实施“一事

一议”，专题“会诊”，精准研判化解。根

据街（镇）“吹哨”，区支帮工作队、区矛

盾纠纷调处中心、区属相关部门下沉

“报到”，着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群众

“家门口”。

多措并举，汇聚调解合力

近年来，北塔区整合全区 6 个行业

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成区、街（镇）、村

（居）三 级 51 个 矛 盾 纠 纷 调 解 中 心

（室），建立“综治中心+网络化+大数

据”相融合的信息化应用体系，实行全

流程指挥、调度、监督各类社会治理事

件，打造跨部门、跨系统的基层善治“智

慧中枢”。

同时，该区进一步健全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类调解衔接联

动制度，完善非诉讼纠纷事前预防、事

中疏导、事后反馈机制，打造“调解打

头、诉讼断后”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2024 年以来，该区公安机关接警量下降

5%，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 30.5%，法院

民事诉讼立案数下降 7.09%，信访总量

下降 24.36%，初信初访量下降 18.75%，

全区未发生一起因矛盾纠纷引发的重

大刑事案件和恶性群体性事件。

该区还锚定实质解纷目标，整合社

会多元力量，着力培育“品牌化+特色

化”的调解工作室，先后打造“田江三

姓”“匡家议事”“丰江管家”等一批品牌

调解室。就其具体做法，该区在全省司

法所规范化建设三年行动总结大会上

作经验交流发言。

“四级联调”机制让棘手的事调解得

既顺利又温情。该区陈家桥镇陈家桥社区

居民唐某生去世后，一子二女因房产继承

权产生纠纷。陈家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了

解情况后，立即组织镇、村、网格三级调解

员参与调解，一家人最终握手言和。

北塔区以“四级联调”为抓手构建全域解纷新模式

解了“千千结” 调出“和谐曲”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胡文娟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钟美艳）5 月

16 日，随着最后一处界桩描红翻新和周

边地貌确认完毕，邵阳市与娄底市共同

开展的“邵娄线”第五轮行政区域界线

联合检查外业工作圆满收官。本次联

检历时 40 余天，两地以“守界护稳、协

作共兴”为目标，通过扎实核查和基层

联动，高质量完成界线“体检”，为边界

地区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方联动，开展全面核查。本次联

合检查由邵阳、娄底两市民政局牵头，

沿线 7 个县（市）民政局、18 个乡镇政

府协同参与，共组建 3 支联合工作组，

采取“分段包干、逐桩核验”的方式，对

320.9 公里界线和 9 个界桩进行实地踏

勘。踏勘中，对倾斜界桩进行了扶正

加固，对字迹模糊界桩重新描红填漆，

同步清理了界桩周边杂草、灌木等遮

挡物，确保了界桩清晰可见、界线走向

明确。

边查边改，化解矛盾隐患。检查

中，联合工作组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边

界模糊、标识不清等问题，深入沿线 20

个建制村，与基层干部、群众座谈，收集

意见建议，现场协调解决，对 1 处界桩

进行复位和底座加固。同时，通过在村

部宣传栏张贴宣传海报、发放《边界管

理政策手册》，开展“边界法治宣传”活

动，向群众普及界线管理法规，营造依

法守界的良好氛围。

完善机制，巩固联检成果。两市以

联检为契机，建立了定期沟通机制，明确

每年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边界管理

问题。同时落实属地责任，要求沿线乡

镇、村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处置，推动形成边界管理长效机制。

邵娄携手高质量完成界线“体检”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吉 通讯
员 许小松）5 月 14 日至 16 日，省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围绕改善生

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促进地质灾害防治课题来邵开

展联合调研。省政协人资环委主任

陈仲伯、驻会副主任廖瑞芳，邵阳市

政协副主席伍先明，邵阳、衡阳、郴

州、娄底、永州、怀化六市政协人资环

委及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环保专家

参加。

调研组先后到湖南南山国家公

园、武冈市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管理

现场、武冈市法相岩街道长安村地质

灾害点、威溪水库等地调研，实地感

受邵阳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生

态文明建设的可喜成绩以及邵阳市

政协所作的积极贡献。座谈会上，省

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专家就秸秆禁

限烧区划定、焚烧管理等工作作了辅

导；听取了关于湖南南山国家公园建

设、武冈市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管

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汇报；与

会人员作了交流发言。

调研组指出，在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

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涵。要以

更高站位把准履职方向，以“责无旁

贷，当仁不让”的精神干劲，合力为助

推破解生态环境保护难题形成共识、

爬坡过坎、优化举措贡献政协智慧和

力量。

三级政协联动助推生态环境改善

陈仲伯率省政协人资环委调研组来邵开展联合调研

邵阳日报讯（记者 陈红云 通
讯员 匡后丽 马智泉）5 月 16 日，在

湖南省第五个“5·17 预防野生蘑菇中

毒宣传日”来临之际，邵阳市疾控中

心在翠园街道南沙子坡社区开展预

防野生蘑菇中毒宣传活动。

当前正值雨季，是野生蘑菇生长

繁殖的高峰期。为有效防范野生毒

蘑菇中毒事件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疾控中心

组织开展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疾控工作人员通过与

市民互动交流，详细科普了剧毒鹅膏

菌、条盖盔孢伞等常见野生毒蘑菇的

识别特征、中毒症状及应急处理方

法，有效提升了群众对野生毒蘑菇的

风险防控意识。

本次宣传活动形式多样，通过邵

阳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推送《邵阳

5 月需关注的毒蘑菇》科普文章，同时

设置滚动播放的电子宣传屏、悬挂警

示横幅、陈列科普展板、发放《湖南常

见毒蘑菇中毒防治手册》，并设立咨

询台答疑解惑。活动反复强调“不

采、不买、不卖、不食用野生蘑菇”是

预防中毒的关键，警示市民“珍爱生

命，切勿采摘食用野生蘑菇”。

下一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

持续在学校、公园、乡村（社区）等重

点场所深化野生蘑菇中毒防范宣传，

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全力守

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毒蘑菇科普零距离
守护市民舌尖安全

5 月 16 日，隆回县名师工作室到邵阳县长乐乡四联完全小学开展科技教育交流活动，通过科普课堂、实验演示等

活动，推动县域科技教育资源下沉，赋能乡村学生科学素质提升。图为学生与机器狗互动。 曾勇 陈勇 摄影报道

连 日 来 ，在 新 宁 县 黄 龙 镇 沉 水

村，村里的脐橙种植户们在脐橙花期

结束后忙着保果作业。得知邵阳获

批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消息时，新宁县

黄龙红红心脐橙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陈锡来喜出望外。“我们种植的脐橙

产量高，质量好，销售周期长，具备发

展跨境电商的潜力。”陈锡来颇有底

气地说道。

脐橙产业已成为沉水村乡村振兴

的重要引擎。目前，该村脐橙种植规

模已发展到 233 公顷，成立了 3个专业

化种植合作社，形成了规模化、标准化

种植体系。随着产量和品质的不断提

升，陈锡来开始积极探索多元化销售

渠道。2020 年起，陈锡来与电商平台

合作，现在每年能卖出 10 余万公斤脐

橙。在他的带动下，沉水村及附近村

子的村民都投身脐橙电商销售。

“目前我们生产的脐橙主要还是

销往国内市场，部分销往越南、老挝

等国家。”陈锡来表示，“跨境电商综

试区的获批，让新宁脐橙未来开拓海

外市场更加便利。”

“跨境电商的东风已至，邵阳企

业正迎来‘轻点鼠标，一键通全球’的

新机遇。”在唐文志看来，综试区政策

不仅利好发制品等传统出口产品，更

为邵阳优质农副产品打开了直达国

际市场的新通道。“从我们指导的案

例和已有的培训实践看，只要产品有

特色、有竞争力，跨境电商就能帮助

企业实现‘卖全球’的目标。”梁宇飞

补充道。

跨境电商综试区获批消息公布

之后，市商务局办公电话成为了服务

“热线”。几百通咨询电话里，来电者

既有在沿海城市打拼、希望返乡发展

的邵阳籍跨境电商人才，也有迫切希

望了解政策红利的外贸企业主。

“人才是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引

擎。”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会长邓朝

晖指出，“目前邵阳跨境电商人才缺

口大，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获批，有望

吸引沿海地区的跨境电商人才回流，

培育外贸发展新业态。”

“ 获 批 跨 境 电 商 综 试 区 不 是 终

点，而是邵阳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起

点。这标志着我们邵阳这座内陆城

市获得了与沿海地区同台竞技的入

场券。”谈及下一步发展思路时，曾剑

萍表示，一方面将充分借鉴先行城市

70 多项成熟经验，另一方面立足本地

特色探索“邵阳模式”发展路径。通

过此次获批契机，加快建设重点基础

设施，完善国际物流体系，强化跨境

电商实操培训，培育引进跨境电商人

才，吸引外流企业回归集聚，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邵阳制造”扬

帆出海。

邵品“一键”出海 链接全球市场

(上接 1版②）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

寻。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

的长期工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面对的问题具有长期性、反复性，应

对方式也必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

化。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

功于一役，也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

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以马不离

鞍、缰不松手的定力，以反复抓、抓反

复的韧劲，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攻心战。

好作风，就是创造力 、凝聚力 、

战斗力。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

之年，应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必须以优良作风提供坚实保障。

始终绷紧作风这根弦，保持赶考的

心态，坚决斩断由风及腐的链条，不

断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持党的

先进性纯洁性，向人民群众交出满

意答卷，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

征程。

(上接 1版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