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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社区解纷 和“法庭见”说再见
万家灯火烦心事“宜馨法苑”一站解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昨日，

在迎第六届进博会旅游行业动员展

示活动中，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旅游

行业协会发布了《长三角地区酒店

价格诚信自律公约》，保障旅游消费

者合法权益。

公约明确，酒店企业在自有网

站、公众号、App、小程序、在线旅游

平台等客房销售渠道应明码标价，

明确价格对应的商品与服务；酒店

企业严格执行客房预订销售价格，

不得在消费者入住酒店后以任何理

由加价或变相加价，不得收取未提

前告知旅游消费者的另付费项目，

不得设置隐形消费和虚假优惠；酒

店企业应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季节

变化等因素，合理制定酒店价格，不

得在重要节日、大型公共活动等重

大节庆活动期间哄抬酒店价格，扰

乱行业市场秩序，杜绝“天价房”事

件的发生。

为打造一流住宿服务体验，申

城参与进博会接待宾馆酒店实施

“亮窗口 树品牌 优服务”专项行

动，提升参展参会的便利度、舒适

度，助力第六届进博会“越办越好”。

■ 深化在线预订保障。优化
在线预订流程，提供7?24小时专属

服务，提高在线住宿预订保障水平。

■ 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提升
外卡POS机覆盖率，优化消费环境，

为境外展客商提供更多便利。

■ 细化进博大使服务。设立
进博服务大使，为展客商提供信息

咨询、代客预订、投诉处理等服务，

帮助进博会来宾协调解决住宿中遇

到的棘手问题。

■ 实化展会氛围营造。6个

品类约40款进博文创产品进大堂、

客房，让每位宾客感受进博会热度。

■ 强化文旅宣传推广。“一袋
上海”文旅宣传品进酒店，向海内外

展客商展现具有品质度、体验感、多

元化、安全性的上海文化旅游形象。

本报讯 续写“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的世博精神，全面反映上海在

城市更新、人民城市建设中所作出

的贡献，由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主办、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市艺术摄影协会

承办的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摄影大赛

及征集活动昨天正式启动。

本次摄影大赛及征集活动包括

大众摄影比赛和老照片征集。其

中，大众摄影比赛面向广大市民和

游客开放投稿，拍摄公园建设、景

观、活动、游览等各种相关场景；老

照片征集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所在这

片区域的老照片，包括上钢三厂、上

海世博会时期和上海世博文化公园

北区建设时期的照片资料。投稿截

止日期为2024年6月30日，市民可

将摄影作品投稿至邮箱shsyssyxh@

163.com和 3496239293@qq.com或

将实物照片邮寄至上海市古宜路

125号上海群众艺术馆新A楼408室

（邮编200235，罗海鸿13046637438

或朱宁13801918721收）参与比赛。

长三角酒店发布
价格诚信自律公约

世博文化公园摄影大赛启动

“三件套”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浦东发布集中登记制度2.0版

这几天，家住普陀宜川一村的

张女士，收到了一封来自宜川路街

道“宜馨法苑”的调解通知书。此

前，一家五兄妹因父亲生前留下的

房产继承和户口问题产生长达十几

年的积怨终于得到了和解。房产之

争引发亲情不睦，社区又是通过怎

样的手段来化解家庭矛盾的呢？

这一案例，是“宜馨法苑”众多

纠纷调处化解的一个缩影。辖区面

积2.2平方公里的宜川路街道，常住

人口约11.9万人，人口密度是中心

城区的2倍，老年人口多、外来人员

多、老旧小区多。各类矛盾问题多

发且复杂。

街道通过持续开展“进百家门、

访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大

走访，主动深入居民区，摸清潜在矛

盾。社会治理的最好办法，就是将

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

形。为此，街道创建了方便老百姓

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纠纷的“一站

式”宜馨法苑服务（以下简称“宜馨

法苑”），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又一实践样本。

金牌调解员

细致耐心“听诊”

此前，张女士曾尝试一纸诉状

告到法院，通过法律途径化解矛

盾。法院判决，由兄妹5人共同继

承房产，但5户人家不可能同时住

进不到30平方米的房屋，公平判决

在现实中却缺乏可操作性。终于在

又一次激烈的争吵中，张女士报了

警，派出所民警对此也很无奈，就建

议她到“宜馨法苑”坐一坐，听听调

解员怎么说。

“本来我们也不抱什么希望的，

但宋老师给我们讲的道理，我们能

听懂、听得进去。”张女士说，“宋老

师用大白话把政策给我们讲透彻，

建议我们将房产挂牌出售，将售房

款平分，还帮我们想办法解决了房

子卖了之后户口没地方去的问题。”

张女士口中的宋老师，是“宜馨

法苑”的“金牌”调解员宋志明。他

告诉记者，许多历史原因造成的复

杂房产纠纷，常常会出现政策和法

律不相连的情况，需要结合派出所、

平安办、司法所等多部门的建议，跟

当事人解释清楚政策真空产生的原

因，同时兼顾情理。对居民来说，挽

回亲情比什么都重要。

在宋志明看来，基层调解不仅

要善于观察、细致耐心，更要有化解

矛盾纠纷的技巧。“居民情绪激动

时，自己必须先稳住。用当事人听

得懂的话为他们厘清得失，推己及

人，促进纠纷化解。”经过先后6次

调解，兄妹五人终于心平气和坐下

来，签订了调解同意书。

“三级诊疗”

精准对接诉求

针对矛盾的轻重缓急不同等

级，“宜馨法苑”通过建立“普通门

诊”“专家门诊”“特需门诊”的“三级

诊疗”模式，精准对接老百姓诉求。

有人民调解员、律师等日常“坐诊”，

当居民带着纠纷来到“宜馨法苑”，

进一扇门就能即知即办，有效提升

了矛盾化解的效率。

面对更复杂的矛盾，依靠“专家

门诊”每周两次，职能部门按预约开

展联合接待，提供专业对口服务。

尤其在主题教育期间，街道班子成

员和职能部门每周“坐诊”办公，直

接与居民群众面对面，倾听需求，重

点难点问题联合推进。近期，困扰

居民多年的宜川公园噪声扰民问

题，经过多部门联合执法也得到了

长效解决。

此外，“宜馨法苑”还专设“特需

门诊”，专攻解决不了的“疑难杂

症”，安排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

跨行业的各类资源力量下沉集中会

诊。自2022年运行以来，“宜馨法

苑”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869起，成

功调解率达99.84%。

“群众的事在家门口就能解

决”，这样的品牌效应正逐渐形成。

前端化解机制也进一步延伸到居民

区，通过与“宜馨法苑”互动，实现

“小事不出楼道，难事不出小区”。

在主题教育期间，结合特大社

区邻里矛盾多发的实际，中远两湾

城试点打造全市首个“居委法苑”，

法官下沉社区参与前置调解，联合

“宜馨法苑”调解员、社区“第二梯

队”成员，建立“阶梯式”解纷机制，

成功为社区居民化解了雨棚搭建、

商户消费卡等纠纷，使邻里矛盾从

“法庭见”转为了“社区见”。

“三降一升”

遇事就地解决

在“宜馨法苑”成功试点的基础

上，普陀区更进一步，在全区范围发

布《关于建立街镇“靠谱解纷中心”

的实施方案》，10个街镇整合信访、

综治和司法等领域资源，先后成立

“靠谱解纷中心”，真正成为老百姓

家门口的纠纷化解阵地。

万里街道是上海最年轻的街道

之一，辖区居民以新上海人、新业态

新就业群体居多。街道在“靠谱解

纷中心”的实践过程中发现，相当一

部分矛盾产生于人群、文化之间的

隔阂。在“靠谱解纷”的基础上，万

里街道创新“解忧+解纷”结合的工

作方法，把心理学引入矛盾化解工

作，并在全区率先试点“心防工

程”。尤其对情绪过激的当事人，采

取适当的心理疏导及安抚，依法维

护双方合法权益。

在“心防工程”加持下，万里街

道连续实现了社区矛盾发生总数、

重复信访率、个人极端事件数量、矛

盾一次性化解率的“三降一升”。和

谐是幸福生活的保障，及时有效化

解矛盾纠纷，是增强人民幸福感的

有力举措。自2022年普陀区在全

区10个街镇建立解纷中心以来，共

受理矛盾纠纷2.1万余件，调解成功

率达99.1%。

遇事找到说法、遇事仅跑一地、

遇事就地解决的理念深入人心。打

造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普陀样本，

走出了一条基层善治、凝聚民心的

新路径。

本报记者 解敏

聚焦经营主体住所登记以及

市场准入后续监管等堵点难点，昨

天，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一

系列便利化创新举措和配套监管

措施，推出集中登记制度2.0版，努

力做到“放得开、管得住”，为激发

经营主体活力再添动能。

1托管

范围拓宽 责任明晰

活动当天，发布了《浦东新区

市场主体住所托管暂行办法》，推

进经营主体托管机制创新，为进一

步深化落实登记确认制改革和促

进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

支撑。上海陆家嘴企业服务有限

公司、上海天尚律师事务所成为第

一批托管服务机构。

经营主体住所托管，是指托管

对象委托托管服务机构进行住所

托管，并以托管服务机构住所或者

经营场所（以下统称“住所”）作为

该托管对象的住所登记，同时由受

托托管服务机构提供专业配套管

理及服务的机制。

浦东新区于2015年起，陆续

在住所登记领域推出改革举措，开

展集中登记制度改革创新。此次

推出的住所托管改革可以称为集

中登记制度的2.0版，是在评估、总

结住所领域多年改革成效基础上

的再度创新。

“这次改革有3大创新亮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

许可分局副局长施文英介绍，具

体包括拓宽了住所托管机构的范

围，明确了住所托管机构的服务

管理责任，托管机构信息更加公

开透明。比如，办法提出要“充分

发挥专业服务机构、有关行业协

会等社会共治共管功能”，强调住

所托管机构在为入驻经营主体提

供法律咨询等配套商务秘书服务

的同时，更应通过履行托管义务，

促进经营主体提升防范风险的能

力与水平。

2“址引”

数据筑巢 引凤浦东

为了进一步放大改革效应，提

升经营主体落户浦东便捷度，全面

展示经营主体及产业分布信息的

“浦东址引”住所标准化登记信息

库，于当天正式上线运行。

“浦东址引”作为一站式标准

化地址集成平台，归集了住所托

管机构、集中登记地、商务楼宇、

产业孵化器等各类商业用房的数

字化信息。通过数据赋能，有效提

升注册登记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智慧化水平。目前，“浦东址

引”已汇集浦东新区实有住所

15000间左右。

浦东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建

华介绍，有了这个“一站式”平台，

查询住所更便捷，登记流程更简

化，数据共享更及时有效，对提升

跨部门综合监管效能起到积极作

用。“‘浦东址引’的上线，将通过惠

企便利及管理集成功能叠加，推进

全类型产权管理、全天候招商导

引、全行业产业分析、跨部门信息

共享，实现‘数据筑巢，引凤浦

东’。”张建华说。

3双随机
宽进严管 无事不扰

合理高效监管，为经营主体松

绑减负，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

一环。昨天同步启动的2023年经营

主体自主公示事项和留存文件“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是浦东推进商

事登记确认制改革全链条闭环，对

守信者“无事不扰”的又一实践。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主体登

记确认制若干规定》于2022年3月

15日起实施，实现了从行政“许可”

到行政“确认”的重大转变，着力放

宽市场准入，简化登记流程，提升

市场准入便利度。浦东市场监管

局此次启动的“双随机、一公开”抽

查，一方面将为确认制改革提供风

险防控保障，形成“宽进”“严管”的

监管闭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督促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合规意

识，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管理体系。

双随机抽查结果录入浦东新

区“互联网+监管系统”后，相关信

息将实时推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为后续实施精准监管奠定

基础，真正实现对诚信经营者“无事

不扰”、对违法失信者“无处不在”，

为更多经营主体在浦东“生得下、

长得大、活得好”提供制度支撑。

本报记者 宋宁华

进百家门 访百家情 解百家难 暖百家心 主题教育大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