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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大调研

用好“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书写新时代“枫桥经验”

三所联动：探索城区矛盾化解机制
家住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文苑小区的

伍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
火，不但把他家烧成了废墟，还殃及楼下邻
居，造成两家人难解的纠纷。
关键时刻，社区启动了派出所、司法

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纠纷调处机制，
为居民厘清是非、化解矛盾，不但有情有
理，更于法有据，让事件有了妥善且温暖的
结局。

在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大量纠纷警情
的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法律关
系。很多矛盾通过110报警现场处置，可能
暂时平息，但矛盾还在，只有靠“法”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海虹口区正在探索的“三所联动”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为厘清超大城市中
心城区矛盾纠纷特征，用法治思维书写新
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实践与样本。

本报记者 潘高峰

■ 民警、律师、人民调解员在为纠纷双方调解 资料图

灾后的情理法纠葛
今年5月21日，虹口区凉城新

村街道文苑小区某栋楼的601室发

生火灾，房主伍先生几十年积累的

家当付之一炬。

当时，消防部门出水扑灭了

601室的明火，却无可避免地产生

“附带影响”——大量消防用水渗入

5楼，不仅造成501室周阿姨家的天

花板、橱柜、电器等损坏，还因异味

和漏水导致的安全问题让周阿姨有

家难归，正常生活被打乱了。

为了让受灾居民早日恢复正常

生活，社区民警决定启动“三所联

动”机制，为双方调处纠纷。5月30

日进行的首次调解并不顺利，周阿

姨指责伍先生家的火灾让自己“有

家不能回”，灾后也对自己的生活缺

乏关心，伍先生认为周阿姨给出的

损失清单过多，导致消防部门无法

快速完成事故认定，才让清理工作

一直无法开始。双方互相指责，各

执一词。

稳定双方情绪后，社区民警建

议将调解现场搬到周阿姨家中。在

居委干部、律师、人民调解员多方见

证下，双方共同对物损情况进行清

点、核实。民警还联系消防部门，就

火灾事故调查进度、后续处置流程

等为双方当事人作好政策解释，并

请来物业专业维修人员帮周阿姨检

查电器线路，排除隐患。

消防部门很快查明起火原因，

原来是电气故障引燃了周边的可燃

物。6月2日，在凉城新村派出所的

“三所联动”调解室内，民警、人民调

解员从和谐邻里角度进行共情分

析，律师从减少诉讼的人力、财力成

本投入进行专业释法。历经5个小

时，在对30余条赔偿清单逐条“会

商”后，双方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

和，从针锋相对到相互理解，当场签

订了调解协议并立即履行，矛盾纠

纷得到彻底化解。

调解成功后，居委干部又将小区

238名居民捐赠的39592元现金交

给伍先生。面对这份“雪中送炭”，

伍先生百感交集，一再道谢。各方

力量汇聚成的暖流，不仅鼓舞着受

灾家庭，也推动着整个居民区向上

向善，一起火灾引发的矛盾冲突，终

于有了一个圆满而温暖的结局。

送“法”到百姓身边
类似这样的“三所联动”纠纷调

处，仅今年在虹口区就有数千件。

虹口区面积不大，只有23.48平

方公里，实有人口约有74.7万人，人

口密度3.18万人/平方公里，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约占41%，人口密度和老

龄化程度全市最高，日常纠纷较多。

今年以来，在大兴调查研究的

背景下，上海虹口公安分局会同相

关部门不断健全完善“三所联动”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形成街道、居

委、社区三个层面各有“三驾马车”

的解纷格局。据统计，今年虹口区

共排摸矛盾纠纷7837起，对小纠纷

早发现早介入并分级调解后，3106

起矛盾纠纷被纳入“三所联动”机制

化解，化解率达98%以上。

“三所联动”为何能得到百姓认

可？在虹口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

长柳国青看来，“群众路线”和“法治

思维”，是解决矛盾纠纷难题的“两

把钥匙”。

以往的基层纠纷调解过程中，

人民调解员、社区民警往往以“老娘

舅”的传统方式进行纠纷调解，但随

着法律意识提升，居民群众迫切需

要律师等第三方法律工作者给予

“解惑”和“支招”，在涉及大额赔付

款的民事纠纷中，当事人更需要法

院司法确认予以“背书”，为双方履

行协议提供充足法律支撑。

“很多矛盾纠纷激化，不是群众

故意要闹，而是法律服务离他们太

远，大家不知道去哪里找‘法’，加之

诉讼等途径成本高、时间长，部分人

就放弃走法律途径了。”柳国青认

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纠纷，还是要坚

持“法治思维”，把“遇事找法”作为

重要价值追求，努力把“法”送到百

姓身边。

据统计，目前虹口公安分局推

动在全区建成9个派出所矛盾纠纷

调处室、8个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站，11家签约律师事务所参与到

“三所联动”中来。在此基础上，全

区198个居委内都建立了法律服务

室，230名社区民警、105名律师和

310名居委干部调解员有机整合，

让居民真正感受到“法在身边”。

从纠纷调处到社区治理
“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的过程，无形中也在不断推动社

会各方力量积极投身社区治理，共

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正在逐渐深入

人心。

加装电梯中的矛盾纠纷，是社

区治理中常见的难题。虹口区水电

小区建于1983年，常住人口4000余

人，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一半。

大部分老人腿脚不便，居住在中高

楼层出行困难。2021年下半年，水

电小区启动加装电梯改造工程，共

计29个楼栋参与。但随着项目不

断推进，居民矛盾不断凸显，令加梯

工程推进缓慢，到2022年3月，小区

仅成功加装两部电梯。

加装电梯涉及较高的安装费

用，传统的“老娘舅”式讲情说理调

解方式效果较差，随着居民法律意

识和维权意识提升，强烈需要律师

等第三方法律工作者给予“解惑”和

“支招”。

关键时刻，“三所联动”机制成

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的核心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社区民警、街道干

部、加梯专业律师、电梯公司、业委

会、居民自治小组不断参与进来，自

发组成“加梯专班”，29个楼栋组

长、党员干部、居民代表也各自成立

了“三人自治小组”。

“加梯专班”先后举办六场加装

电梯宣传会和征询会，为居民集中

解读加装电梯政策、惠民条款，提供

技术咨询等服务；同时开展矛盾调

处、法律咨询等工作，先后走访有意

见的居民600余户，收集汇总每栋

楼电梯加装的难点，制定“一梯一方

案”，全力解决居民诉求……最终，

29个楼栋居民全部完成意见征询，

目前已有7个楼栋完成电梯加装，

10个楼栋正在施工，12个楼栋正开

展专家评审。未来所有电梯完工

后，将惠及居民1800余人。

小区“僵尸车”难清理，同样是

社区治理的痛点。在虹口区中虹小

区，有多辆“僵尸车”长期无人问津，

占用了本就紧张的小区公共停车资

源，居民对此反响强烈。物业、居委

多次介入，但是每次沟通，有的车主

虽口头答应，却无实际行动，有的干

脆矢口否认车是自己的。

“僵尸车”的处置难点在于车辆

权属。车主不主动配合，物业没有

执法权，而交警、城管等执法部门因

无明确法律规定，处置稍有不当就

可能造成侵权，引发纠纷。凉城街

道试点通过“三所联动”处置“僵尸

车”，由社区民警通过公安机关的车

辆信息管理平台，及时找到并约谈

车主。约谈中，社区民警告知“僵尸

车”的危害，律师进行释法教育，调

解员就车主与小区物业管理公司

之间欠缴的停车费问题开展调解，

达成一致意见后签订人民调解协

议书。

经过约谈，大多数车主表示配

合自行清理，也有车主因对小区物

业公司管理服务心存不满，拒绝配

合。居委干部、调解员、社区民警、

律师、小区物业主动上门与车主沟

通，物业公司当场承诺改进服务，并

就欠缴停车费问题与车主达成一

致，最终成功解开车主心结。

不断探索 突破难点
今年5月22日举行的上海市委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市委

书记陈吉宁强调，要优化大调解工

作格局，进一步扩大平台覆盖范围、

注重作用发挥，强化法律服务，用好

典型案例，更好助力治理数字化，维

护城市安全稳定。

对照这一要求，“三所联动”机

制无疑有不少瓶颈需要突破。比

如，如何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将

“法在身边”的体验从线下搬到线

上，惠及更多市民？

“三所联动”微信小程序应运而

生。这个小程序共设置“法律援助”

“调解预约”“线索举报”三个栏目，

如果有法律问题咨询，律师会在24

小时内回复，如果有需要调解的矛

盾纠纷，则可以在线预约。小程序

上线不久，社区民警孟凡亮就通过

“调解预约”功能，与居委干部、律师

接待了一起因社区内房屋整体修

缮，导致租客需临时外出租房的补

偿纠纷，最终房东和租客签订补偿

协议，矛盾成功化解。

令人惊讶的是，年迈的冯阿婆

竟然也通过小程序提交了关于指定

监护人的法律咨询。在上海，冯阿

婆孤身一人，只有一个远在安徽的

哥哥。接到法律咨询后，民警和居

委干部十分重视，经过多方调查，了

解到冯阿婆哥哥的女儿杨女士具备

赡养条件。经过多番沟通努力，杨

女士同意承担赡养义务。关于冯阿

婆对财产管理、遗赠的顾虑，律师也

进行了详细解答，并为双方起草了

遗赠扶养协议，从法律上明确双方

权利和义务。6月2日，在虹湾居委

“三所联动”调解室内，冯阿婆与杨

女士签订了协议。

如今，随着“三所联动”微信小

程序逐渐为居民熟知，平台每月都

能收到200余个线上的矛盾纠纷调

解预约、130余个线上法律咨询。

要让居民群众感受“法在身

边”，基层律师配置能否跟上也是关

键所在。今年以来，虹口区大力扩

充社区律师力量：原则上要求每三

个居委会配一名律师，每个“三所联

动”平台至少有三名律师参与，每个

参与律所每周不少于两个半天有一

名律师固定坐班，每周有两名律师

巡回社区参与调解。

在涉及大额赔付款的民事纠纷

中，“三所联动”机制还在探索建立

诉调对接的绿色通道，在最短法定

期限内为当事双方提供司法确认

服务，有效提升化解成功后的执行

效率。

很多律师参与“三所联动”机制

后认为，虽然不能对所有纠纷“药到

病除”，但通过该机制可以让居民日

常矛盾的“疑难杂症”得到法理和情

理的“专家会诊”。确实要通过司法

途径解决的矛盾，也可以及时向司

法机关分流。

此外，“三所联动”机制还在探

索将解纷工作延伸至社区围墙外，

目前已深入全区10个商圈、3家医

院、4处工地、31所学校等群众矛盾

易发场景。随着越来越多的矛盾纠

纷被第一时间处置化解，今年虹口

区纠纷类警情环比下降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