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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间的紧密配合

“丁零零……”6 月 15 日清晨，高
唐县杨屯镇派出所值班室内报警电
话响起，电话是辖区村民林东轩打来
的。

林东轩说，同村村民李秀萍擅自
使用他的设备浇地，产生电费135元，
却只肯支付 100 元，二人为此发生争
执，李秀萍倒地不起。

当时正值麦收，天气炎热。派出
所民警康彦没有丝毫犹豫，喊上杨屯
镇司法所调解员周美胜迅速赶往现
场，发现李秀萍还躺在地上。他们立
即上前搀扶，让她慢慢坐起身来。

“夏种当前，不浇地，庄稼怎么
长？怎么收？”康彦故意“批评”林东轩
说。“先通上电再说电费的事儿，这事
儿咋不能互相理解一下？为了几十元
钱，庄里庄乡的感情都抹了吗？”周美
胜也亮明态度。

两人的“巧妙配合”让一旁的李秀
萍面露愧色，承认自己没有及时缴清
电费，也有错误。至此，这起小型治安
类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同日，杨屯镇某村村民惠老三到
镇司法所反映，地邻侵占他的土地，两
人已发生多次纠纷，矛盾始终没有得
到解决。惠老三情绪激动，多次说自
己被欺凌。

杨屯镇司法所调解员李忠才一边
安抚惠老三的情绪，劝导其依法理智
解决问题，一边及时将案情报告给杨
屯镇派出所，并迅速制定了舆情处理
方案。

随后，李忠才和民警柳化山陪同
惠老三一起赶赴涉案地块，与村干部
一起丈量土地，确定当事人地界，并用

石灰做上标记，成功化解了这起地界
纠纷。

记者了解到，从 2019 年起，高唐
县就开始探索实施基层派出所、司法
所“两所共建”机制。

“派出所民警对接警中发现的一
般民间纠纷、信访类案件、轻微的治安
类案件，均交由司法所介入调解；司法
所调解员对在调解中发现的矛盾线
索，要主动联系派出所介入处置，促使
纠纷成功调解。”高唐县公安局杨屯镇
派出所所长韩彤说。

“现在，司法所的调解范围更广
了，调解力度更大了，民警、调解员和
群众的距离也更近了，绝大部分纠纷
都能得到妥善解决。”周美胜说。

高唐县建立“两所共建”机制，目
的在于为涉案群众彻底解决矛盾纠
纷，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生产生活，切
实维护社会稳定。

“援调”间的无缝对接

“我压根儿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
赔偿款，还赔偿这么快，真是太感谢你
们了！”今年4月13日，交通事故受害
人刘龙喜和家人将一面写有“法律援
助济危难 人民调解化民忧”的锦旗送
到高唐县法律援助中心、高唐县一站
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手
中，感谢他们的帮助和付出。

刘龙喜今年 50 岁，案发前在某
企业务工。他原本拥有一个和美的
家庭——妻子居家照料老人，儿子
已读大四。

天有不测风云。2021 年 3 月 18
日傍晚，刘龙喜在下班回家途中被一
辆大货车撞伤，伤势严重，所幸送医及

时，才保住了性命，但高额的医疗费却
让全家犯了愁。

2021 年 9 月，不堪重负的刘龙喜
申请人民调解。专职调解员张洪礼了
解到，刘龙喜重伤后导致整个家庭失
去经济来源，面临因故致贫的风险。

在张洪礼的推动下，高唐县法律
援助中心、高唐县“一站式”矛盾纠纷
调解中心迅速启动“援调对接”机制，
为刘龙喜申请法律援助并进行伤残鉴
定。

2021 年 11 月，通过法律援助，刘
龙喜向法院提起诉讼。当年12月，经
司法鉴定，确定刘龙喜构成七级伤
残。今年3月29日，高唐县人民法院
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刘龙喜医疗费、残
疾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约34
万元。

拿到全额赔偿款后，刘龙喜一家
难掩感激之情，于是发生了开头那一
幕。

“这得益于去年高唐县创新实施
的‘援调对接’工作机制。这一机制进
一步拓宽了弱势群体的维权渠道，最
大限度为当事人节省了维权成本。今
年，高唐县还将该项机制纳入重点民
生项目，促和谐、保平安，为弱势群体
撑起法治保护伞。”高唐县法律援助中
心主任张君燕说。

“驿站”间的平安音符

今年 3 月份，网格员李树龙在一
次巡查中，发现高唐县固河镇某村村
民周大花虽然已经结婚多年，却跟年
迈的母亲生活，丈夫不但对她不管不
问，还领取了她的低保金和残疾人生
活补贴。

由于丈夫是周大花的监护人，民
政部门无法将周大花的低保金和残
疾人生活补贴的领取人变更为其他
人，致使周家有口难言。李树龙联合
固河镇司法所经过核实，确定周大花
的情况完全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决定
立即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在李树龙的帮助下，周大花和母
亲带着相关材料来到了高唐县法律
援助中心，高唐县法律援助中心当日
即受理了该案，指派律师代周大花向
高唐县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庭
前，周大花与丈夫达成调解协议，对
方同意离婚，以后周大花可以自己领
取低保金和残疾人生活补贴。

高唐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建
国介绍，按照“政府引导、依靠群众、
平安共治、成果共享”的思路，由政法
委、公安局牵头，高唐县在各行政村
创建“平安驿站”350 余处，成立平安
巡防队、亲情调解队、义务宣讲队、法
律服务队等 4 支队伍，整合热心群
众、警务助理、人民调解员、网格员等
多支力量，扎实开展群防群治、村民
自治。

“‘平安驿站’的创建，破解了农村
邻里矛盾突出、治安案件多发、应急救
援不及时等基层治理难题。现在，高
唐县村村都有了平安‘大管家’，将法
治建设的触角从县里下沉到镇上乃
至村里，织密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共
建、共治、共享的大平安基层社会治
理‘小网格’。”姜建国说。

（文中林东轩、李秀萍、惠老三、
刘龙喜、周大花均系化名）

多方共建共治 解决群众难题
高唐县解锁基层治理新模式

本报记者 孙克锋 本报通讯员 杨洋

“两所”配合演绎幕幕动人故事；“援调”对接托起群众幸福生活；“平安驿站”破解基层治理难题……高唐县从源头化解群众纠纷，有
效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基层治理走深走实。6月30日，记者对高唐县的基层治理新模式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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