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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

政法人大“双剑”合璧 跑出基层治理“加速度”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夏美艳 文承晖

　　近年来，全州县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 4 月
25 日到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和才湾镇南一村委毛
竹山村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探索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
基层治理模式，整合社会多种力量，在才湾镇倾力打造“红色
政法小院”新阵地，全力推行“一站式”司法服务，力促基层
治理提质增效。
  近日，在才湾镇“红色政法小院”打造现场，记者看到一
个整合综治中心、群众来访接待中心、派出所、司法所等力量
的“政法小院”新阵地正在快速成形。
  “通过集中办公、集约管理、集成服务，全力推行‘一站
式’司法服务，为来访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矛盾化
解等服务，实现‘进一扇门、解万般事’。”“红色政法小
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筑牢“三个阵地”，夯实基层治理战斗堡垒

  筑牢才湾镇综治中心阵地，承担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日常工
作，以“派单”的方式将本辖区信访问题交至成员单位和专项
工作组办理，协调处理紧急信访问题和应急处置。
  打造才湾镇信访接待中心阵地，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对电
话、网信、来信进行登记、录入、交办，向镇联席办通报信访
突出问题。
  打造才湾镇网格中心阵地，将乡村治理纳入社会治理范
围，以“政法小院”网格中心为基点，向全镇辐射延伸，全面
推行乡(镇)、村、村民小组三级网格长制社会治理模式。据
悉，才湾镇共划分 102 个网格、 333 个微网格、 6 个专属网
格，设置微网格信息员 333 人，网格长全部由乡镇干部及村
支书兼任，不断加强网格管理制度，制定下发了网格长日常工
作规范和治理清单，推动落实入户巡查、隐患排查、矛盾纠纷
预防化解等工作，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精细化、精准化水平。

紧抓“三个聚焦”，助推政法工作提能增效

  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才湾镇“红色政法小院”整合公、
检、法、司和综治、网格、信访等力量，充分发挥集中办公优
势，积极探索建立“政法小院牵头、政法委员参与、各单位响
应”的工作机制，有力推动政法工作提能增效。
  聚焦会议常态化，由“政法小院”牵头各相关单位，每半

个月常态召开、特殊敏感时段随时召开政法工作联席会议，
集中研判辖区安全稳定形势，协调有序有效推进工作开展。
  聚焦重点会商化，针对信访案件、重大项目推进、重点人
员管控、矛盾纠纷化解、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等方面工作，根据
各单位职能职责积极开展会商，在法律法规允许条件下，在案
卷调阅、信息查询等方面共享共通，形成共商共管工作格局。
  聚焦应急快处化，“政法小院”整合基层政法工作力
量，组成一支应急工作队伍，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快速反应，
迅速成立以镇综治中心为中枢的“应急指挥部”，第一时间
汇总信息，调度公安、司法力量联动处置。

  突出“四项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才湾镇“红色政法小院”以“硬件和环境配合，营造尊
重法治、崇尚法治的环境氛围”作为设计标准，积极推行
“一站式”服务，有效推动政法宣传教育、信访问题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公共法律服务、治安防控“四项服务”。
  突出抓好政法宣传教育服务。“政法小院”采取“排、
送、点餐”方式，“排餐”即根据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准备宣
讲内容；“送餐”即村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法治宣传
员、普法志愿者开展送法活动；“点餐”即根据群众申请，
镇政府安排法律专家上门服务，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和惠民政
策，引导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
  突出信访问题矛盾纠纷解决调处服务，聚焦信访纠纷难
点，转换“坐等来访”方式，通过实地走访、主动约访，面
对面倾听群众心声，了解群众心中诉求，扎实推进基层信访
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突出公共法律服务，落实“一村一法律顾问”措施，定
期开展乡村干部法治培训、典型案例宣讲等活动，引导广大
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良好习惯。降低法律援助受援门槛，将农村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残疾人、妇女等作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同时
实施法律援助上门服务等多项惠民举措。
  突出治安防控服务，全面落实治安防控措施，组建了单
位保安员、社区综治员、乡镇联防员、网格长、村组信息
员、巡防志愿者等 6 个方面 308 人的群防群治队伍。大力
实施“雪亮工程”建设项目，新建村级监控点位 120 路。
全面落实治安户长制，深入推行“十户联防”工作模式，形
成全民参与、齐抓共管的治安防控格局。
        （本版图片由全州县委政法委提供）

打造才湾镇“红色政法小院”

促基层治理增效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夏美艳 文承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是社会治理
的基础和支撑。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是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全州县坚持“党建引领、政法聚力、网格服
务、多元参与、治理有效”的总基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夯实平安建设基础，探索建立了具有全州特色的
“1423”基层治理工作模式，创新和改进网格化基层治理
体系，用“小网格”做好基层治理“大文章”。

构建政法聚力“共同体”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是社会治理难题的写照。如何巧用这根
“针”，串起千条“线”，考量着制度设计者的智慧。牵引社
会问题软着陆，破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需在基
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上下功夫。
　　近年来，全州县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推进网
格化治理工作同部署、共考核，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澎湃动
力。在此基础上，提升引领力，建强战斗堡垒，全州县委主
要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为网格化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
为主要责任人；整合力量，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红色力
量充实到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提升凝聚力，多元参与治理。全州县通过深化“党建
+微网格”服务管理模式，不断完善县、乡镇、村、支部（小
组）、户五级联动机制；发挥政法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重
要作用，营造全民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筑牢平安建设“奠基石”

　　在现有县乡村三级网格体系的基础上，全州县进一
步划分村（社区）分片微网格 1337 个、村（居）民小
组微网格 3109 个，实现不漏盲区、不留死角。同时，
组建“一岗多责、一专多能”的红色基层网格员队伍，整
合老党员、退休干部、退伍军人等基层力量，成立志愿者
队伍，形成共建共享、群防群治的社会治理格局。按照“一
网格（微网格）一微信群”模式，全域建立党员服务群和
网格管理群，构建网格事项闭环处置机制，网上运转与
网下办理同步操作，变被动处理为主动服务。
　　此外，初步实现党建“小鱼”系统、“雪亮工

程”、综治视联网和广西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四网”
融合， 3012 路视频监控探头、 2 万多路社会面共建
监控探头覆盖全县 286 个村（居）委，筑牢平安建
设“奠基石”。

创新基层治理“助推器”

　　如何推动基层党建提质增效，使之成为基层社会
治理的“助推器”，全州县一直在探索创新。
　　全州县创新基层多元联调机制，组成多元联调中
心，发挥网格员深入群众、熟悉民情的优势，和公
安、司法部门共同调处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努力将
问题化解在源头。加强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合
力，有针对性地对矛盾纠纷进行专业化调处。同时，
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效力保障制度，司法力量提前介
入，对调解达成的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切实使辖区内
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化解、防激化。
　　同时，完善村级综合治理机制，在各自然村成立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小组，以党员为核心，采取党
领民办、群众自治等方式，推动民主议事、矛盾化
解、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中心工作，将问题消化在
村内、化解在基层。

架起干部群众“连心桥”

　　基层服务队伍身处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是党和群
众沟通的桥梁，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要架起
干部群众“连心桥”，争当人民群众前行的“领头雁”，做
人民群众满意的好公仆。
　　全州县将红色资源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全
县建立了三支红色基层服务队伍。组建红色巡防队，全
域建立“红袖标”治安巡防队，才湾镇南一村创新“公安
蓝+红袖标”工作模式，全力服务保障游客安全，成为
全州红色旅游的新亮点。组建红色宣讲队，充分利用
“三官一律”“一村一辅警”等基层治理力量，与网格
员联动融合，通过精品党课、法律服务等形式广泛宣
讲，实现基层普法“零距离”。组建红色调解队，建
立“红色调解室”，整合人民调解员、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法律顾问等社会力量组成红色调解队伍，实
现县、乡、村调解联动。创新“四心调解法”，全面
提升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能力。截至目前，
全县排查化解纠纷 763 件，化解率达到 98 . 5%。

“小网格”做好基层治理“大文章”

  自治区
党委政法委副
书 记 李 玉 振
（右三）在全
州县县长邓世
文（右二）和
县委常委 、政
法委书记蒋龙
云（右一）及
副县长 、县公
安局局长彭桂
川（左二）等
陪同下调研全
州县基层治理
工作。

  桂林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周卉（前排
左二）在全
州县委书记
朱鹃屏（前
排右一）等
县领导陪同
下调研全州
县 政 法 工
作。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夏美艳 文承晖

　　近年来，全州县政法、人大合力积极探索“政
法干警+人大代表+”基层治理模式，让政法干警
和人大代表成为基层治理的“助推器”和“加油
站”，从而推动全县基层治理工作有效开展。
　　“政法干警+人大代表+党建引领”，充当基
层治理“领头雁”。近年来，全州县政法干警和
人大代表始终将党建引领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
一是立足本职“讲”。教师人大代表借助学校资
源，对学生进行基层治理讲解宣传，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以学生带动家庭积
极参与辖区基层社会治理。二是现身说法
“教”。派出所民辅警、司法所干警、“一村一
辅警”等充分利用他们熟悉辖区村情社情民情的
优势，深入田间地头，进村入户宣传，鼓励群众
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环境综合治理，同时组织社
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员及志愿者开展慰问孤
寡老人、普法宣传、乡村移风易俗宣传、关爱儿
童等活动，模范带头参与基层治理。三是大张旗
鼓“宣”。全县政法干警和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
充分利用人脉广、参与活动多等优势，积极主动
宣讲基层治理工作，引导更多的群众广泛参与全
县基层社会治理。
　　“政法干警+人大代表+联络站”，搭建干群
沟通“连心桥”。政法干警联合人大代表充分利用
人大代表联络站这个重要平台，更好地倾听民声、

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认真履职听民声。建立健全
政法干警下乡走访及代表联络站学习培训、调研视
察、联系群众、意见处理等制度；结合实际常态化
特色化开展“主题调研日”“民情收集日”活动。
2022 年共开展培训 18 次，调研 12 次，收集群众
意见 498 条。用心用情解民忧，全州政法干警联
合人大代表结合疫情防控、防汛抗旱、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排查等工作，走访群众，倾听群众的“牢骚
话”，了解群众的“急难事”，当好群众问题的记
录员、感情的联络员、事项的监督员；及时向群众
宣传民生政策、法律法规等，推动基层治理人人共
治、人人共享。 2022 年共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367
个。积极开展示范引导推广，全州镇老乡家园社区
人大代表联络站在辖区政法干警和人大代表的指导
下，坚持党建引领，通过特邀政法干警、人大代表
驻站、蹲点、“点对点”帮扶等方式，打造全县基
层社会治理示范点，并以点带面，在全县建成示范
点 9 个，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有力推动
乡村振兴工作。
　　“政法干警+人大代表+网格管理”，构建基
层治理“奠基石”。全州县积极推进“党建+综治
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强
化全县网格化服务管理的作用，在全县 18 个乡镇
划分网格 482 个和以村（社区）分片管理划分微
网格 1337 个、村（居）民小组微网格 3109 个的
基础上，按照政法干警、人大代表“ 1+1+N ”的
模式，即一名政法干警、一名人大代表联系“ N
个”微网格，政法干警、人大代表与网格员联动，

组建“调解室”“巡防队”，对网格内的大小事
实时处置，在纠纷调解、社会维稳等方面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政法干警+人大代表+三治结合”，化身
基层治理“助推器”。该县积极推进乡村自治，
政法干警和人大代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带动引
领作用，自觉践行家风家训，带头行善举、做善
事；制定丧事、喜事简办规定及村规民约，深入
开展“一句话承诺”，引导群众自行组织修订、
遵守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基层自治文件，不断
增强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积极推进乡村法
治，政法干警、人大代表积极动员全县 286 个
村（社区）的 1742 名“法律明白人”化身“法
治宣传员”“法治监督员”，加强对农民的法律
援助、司法救助和公益法律服务，督促指导乡村
法律服务站点建设，深入推进“一村(社区)一法
律顾问”工作，与“法律明白人”、老党员、村
警等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化解基层矛盾。今年以
来，全县共开展法治宣传 115 次，印发宣传资
料 2 . 3 万余份，出版法治宣传专栏 15 期，受教
育群众 19 . 5 万人次；调处矛盾纠纷 1947 起，
调结 1916 起，调结率 98 . 4％ ，无因纠纷调处
不当引起的民转刑案件发生。积极推进乡村德
治，以挖掘红色文化为着力点，积极开展“八
桂楷模”“好婆婆”“好媳妇”“好邻居”及
2022 年最美人物、 2022 年时代楷模等选树活
动，为全县乡村振兴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县委政法委和县人大工作人员在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工作。

▲全州政法干警进村入户开展法律法规、乡村治理等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