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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两套房产，加装电梯却只肯出一份

钱。市民唐先生精打细算的“小算盘”，差点

引发邻里“全武行”。

关键时刻，社区及时启动“三所联动”纠

纷调解机制，约谈唐先生、加梯小组和居民代

表，通过兼顾情理法的调处，成功化解矛盾，

也帮唐先生守住了邻里情。

记者昨天获悉，上海警方牵头建立、完善

的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将矛盾化解在萌芽。今年以来，全市矛盾纠

纷化解率超过99%。

成功化解邻里矛盾
前些天，虹口区同心路125弄小区加梯征

询结束。即将签约时，4号楼居民却发现账

“碰不拢”了。“我们出的钱怎么比原先方案多

了几千块？”仔细一查，原来是4楼的唐先生

“出少了”。

唐先生一家三代居住在4号楼已有近30

年，同时拥有401和402的产权。加梯征询阶

段，唐先生投了两票“同意”，但在签约出资阶

段，唐先生却坚持一家人只出一份加梯钱。

这样一来，唐先生少出的钱要由邻居平摊，自

然引发争执。

协议迟迟签不了，电梯就装不成，大家情

绪激动，与唐先生的矛盾也从口角逐渐升

级。社区民警和居委干部听说加梯差点引发

肢体冲突，立即启动“三所联动”纠纷调解机

制，约谈各方当事人。

在调解现场，律师通过案例和法律，向唐

先生解释了加梯工程中应按照产证本数来分

担费用，否则日后必然会在使用电梯过程中

产生问题。社区民警和居委干部则从邻里和

睦的角度，建议唐先生可以就出资金额与邻

居协商，以和为贵，寻找折中方案。

通过“三所联动”多次调解，唐先生最终

同意在原本只出一份钱的基础上，承担另一

户65%的费用，剩余的35%则由邻居共同分

摊，每家最多不过百元。双方各退一步，既减

少了经济压力，也让邻居间重归和睦。

把法送到群众身边
虹口区总面积23.4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近74万，是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区之一。

数据显示，2020—2022年，虹口区纠纷警

情年均2.4万余起，占总警情约1/5。包括加

装电梯引发的矛盾在内，社区里的婚姻家庭、

邻里关系、物业服务，社区外的劳务薪酬、消

费租赁、工程邻避等矛盾纠纷已成为派出所

民警最常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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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加之诉讼等手段成本高、时间

长，部分人就放弃走法律途径了。”虹口区副

区长、虹口公安分局局长柳国青认为，要从根

本上解决纠纷，还是要坚持法治思维，努力把

法送到群众身边。

这也是虹口警方探索“三所联动”机制的

初衷：引入多方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形成矛

盾纠纷调处的合力：派出所民警事前定基调，

让人有话好好说；人民调解员发挥来自基层、

熟悉民众优势；律师则提供专业法律意见，让

居民理性合法地表达诉求。

在虹口区探索的基础上，今年7月，上海

市公安局印发《关于推广“三所联动”机制加

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实施方案》，在全市范

围内全面推广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矛

盾纠纷“三所联动”工作机制，健全完善多元

化解工作格局。

截至目前，全市已推动830余名人民调

解员入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室，签约

660余名律师参与调解工作。效果也立竿

见影：7月以来，全市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同比

增长了4.17%。

工作范畴不断延伸
“服饰城租户、管理方、物业之间的租金

纠纷”“宠物医院里出现的‘医闹’”“拖欠农民

工工资引发劳动纠纷”“健身房套路售课产生

的办卡纠纷”……随着“三所联动”机制向全

市推广，解纷工作范畴也不断延伸，走出社区

围墙，拓展到商场、商务楼宇、大型工地等。

与此同时，教育、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市

场监管、房屋管理等更多职能部门加入这一

平台，根据矛盾纠纷的类型，由不同单位的行

家里手共同参与调解，共商化解良策，增进调

处实效。今年上半年，仅虹口全区的纠纷类

警情就环比下降40.5%。

今年4月，四川北路派出所接报一起讨薪

类警情：一家海鲜店有十多名装修工人因劳

资纠纷向店主邵先生讨薪。可邵先生不但不

理，手机也一直关机。讨薪工人群情激愤，一

个不慎就可能酿成群体性治安事件。

民警将工人们带到派出所，把店主邵先

生也传唤至派出所。“三所联动”机制立即启

动。这次，除了调解员、律师外，警方还引入

了劳动监察部门。

从释法说理到批评教育，经过各方努力，

劳资双方当天就谈妥了薪资支付方式，店主

签订承诺书，很快就把工人的工资发放到

位。一场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消弭于无形。

此外，在涉及大额赔付款的民事纠纷中，

“三所联动”机制还建立了诉调对接的绿色通

道，在最短法定期限内为当事双方提供司法

确认服务，有效提升矛盾化解成功后的执行

效率。

拓宽纠纷发现渠道
“多亏民警及时发现劝住了我。”前不

久，松江分局永丰派出所社区民警入户宣传

时，发现居民奚先生家中摆放着一堆奇怪的

零件。

原来，奚先生与楼上住户因孩子晚上练

钢琴扰民的问题发生多次口角，想买“震楼

器”报复。民警知晓后，立即召集双方当事

人，启动“三所联动”调解机制，通过面对面的

沟通，平复双方情绪，化解矛盾纠纷，避免“震

楼器”让双方冲突“火上浇油”。

“我们要求社区民警通过走访、‘进圈入

群’，主动排查矛盾纠纷，力争发现在早、处置

在小。”永丰派出所副所长朱灝伟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提升矛盾纠纷源头发现能力，上海

警方对每日110警情、窗口接报、12345热线、

来信来访等信息进行全量排查、碰撞分析，防

止“小矛盾”演变为“大问题”。民警也持续在

日常走访等工作中提升对矛盾风险隐患的感

知能力，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为了进一步拓宽矛盾纠纷线索的收集渠

道，上海公安机关还专门开发了微信小程序，

增设线索举报功能，将“三所联动”机制由线

下搬到了线上，实现了“点对点”到“键对键”

的转变。 本报记者 潘高峰

虹口警方推行的“三所联动”基层矛盾化解机制

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上海的生动实践，并成为全

市性的先进典型。新民晚报在虹口警方创新探索“三

所联动”机制之初便率先予以深入报道，并持续跟踪，

见证了“三所联动”创新机制的成长、成功之路。

■ 2022年3月7日，首推长篇通讯《一间8平
方米的魔法小屋》（图1），并配发评论《新时代的

“枫桥经验”》

■ 2022年8月21日，再推深度报道《“虹馨”
显魔力 化怨气为和气》（图2）

■ 2022年11月28日起，推出系列报道《“虹
馨”故事》，专题聚焦虹口警方“三所联动”实行过程

中的生动案例（图3、图4、图5）

■ 2023年7月21日，结合“三所联动”机制发
展历程和最新成果，推出“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主题教育特别报道《三所联动：探索城区矛

盾化解机制》（图6）

■ 2023年8月30日，“三所联动”机制在上海
有了新的发展，新的成果，本报及时推出述评文章

《凝聚定争止纷最大力量》（图7）

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携手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矛盾纠纷化解率逾三所联动

“魔法小屋”的新民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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