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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上海首创的“三所联动”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全市推广至
今，已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  .8万余起，群众回访满意率
超过  %。

惊人成效的背后，藏着一个
朴素的道理：超大城市的社会治
理，不是一出“独角戏”，而是一场
“大合唱”。

从最初警方单打独斗，到派
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
联动”，再到检察院、法院、市场监
管、民政、教育、住建、卫健等多个
部门，以及   余个行业性、专业
性调解组织共同参与……“三所
联动”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不仅让
调处矛盾纠纷的效果越来越好，
效率越来越高，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的过程，反过来也推动着更多
社会力量、社会资源投身社区治
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正逐
渐深入人心。

上海这座超大城市，人口密
集、诉求多元、矛盾琐碎。一方面，
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各类矛
盾纠纷已经从过去简单的“一因一
果”，发展为“一因多果”“多因一
果”“多因多果”，各类民事、经济、
行政等矛盾纠纷，形成原因不同、
生成过程复杂，有时甚至相互交
织，增大了矛盾调解难度。

另一方面，随着市民受教育
程度提高、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诉
求也更加个性化和精细化。很多
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十分复杂，
已超出普通民警和调解员的调解
能力范畴。这正是“三所联动”诞
生的初衷——坚持“法治思维”，
引入律师甚至法官等法律专业人
士，让市民感受“法在身边”，不仅
能让纠纷调处更具权威性和说服
力，兼顾情理与法理，也能让确需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矛盾及时分
流，减少无谓争执和不理智行为。

随着“三所联动”多元纠纷化
解机制不断推广，“   ”升级版的
出现可以说是必然。要知道，专
业性是“三所联动”的特色，随着
“应用场景”不断增多，矛盾纠纷
双方肯定会有更专业、更细分、更
个性化的需求。比如婚介领域的
矛盾，民政部门的介入显得尤为
重要；医疗领域的纠纷，卫健部门
的调处肯定更有说服力；就业领
域的争议，劳动仲裁部门的判断
应该更为权威。

更重要的是，这些部门本身
就是矛盾纠纷产生行业、领域的
主管部门，它们参与联动调处，有
助于及时发现那些带有普遍性、
行业性的风险苗头，把“个案智
慧”变成“类案经验”，实现“抓前

端、治未病”的源头治理。
“三所联动”朋友圈不断扩大，也让矛盾纠纷从

发现到解决的机制更加闭环。比如，将矛盾纠纷化
解工作与青少年帮扶教育相结合，与妇联、共青团
等群团组织相衔接，充分发挥公益慈善、心理咨询
等功能，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减少矛盾复发。

近年来，随着平安城市建设不断推进，上海已
经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连续多年实现命
案全破、抢案全破，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案件，也全部做到“即发即
破”。在这种背景下，矛盾纠纷已成为社会平安的主
要威胁，一些矛盾纠纷如果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就
会成为引发各类伤害案件的主因，成为个人极端行
为的重要诱因。据警方统计，“三所联动”机制推广
升级以来，上海因矛盾纠纷引发的严重刑事案件同
比下降  %，“和谐”成色换来了“平安”底色。

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理由期待，
这座人民城市将不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让更多的人民内部矛盾止于毫末、解于未发，为
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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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有你们调解，不然我们估计要

打官司，才能拿回医药费了！”近日，吴先

生家属专程赶到杨浦分局四平路派出所

向民警致谢。

前段时间，吴先生工作期间突发脑溢

血，但由于公司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吴先生无法使用医保。巨额的医疗费用

让家属难以承受，与公司多次协商未果

后，吴先生向警方求助。民警了解到，双

方对医疗费用补偿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于是协调社区法官、司法所调解员和律师

共同参与调解。通过耐心的释法说理，双

方终于就医疗费用补偿达成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调解协议书经过法院

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这让家属

吃下了“定心丸”，吴先生的合法权益，也

以“最小成本”得到了保障。

“三所联动”调解协议，在法律上作数

吗？这可能是许多人心头的疑问。今年

以来，检察院、法院主动融入“三所联动”

机制，司法部门的提前介入，进一步增强

了纠纷调解的权威性，让当事人不用“打

官司”，也能预知法律后果。

在上海，法院“巡回审判庭”“诉源治

理中心”与“三所联动”纠纷调解室已实现

深度对接，调解协议与司法确认无缝衔

接，更加增强了调解的法律效力。今年以

来，共有涉及物权纠纷、遗产继承等方面

的13000余份调解协议获司法确认。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也将有刑事和解

基础的轻微刑事案件纳入“三所联动”平

台，经“三所联动”调解成功后，由检察院

认定并作出不起诉决定，有效减少积怨形

成，修复社会关系。

“检法机关的提前介入，为老百姓提

供了家门口的‘法律服务站’，避免矛盾发

酵、减轻诉讼压力，更让群众切实感受到

‘法就在身边’。”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

基层基础工作指导支队支队长金捷表示。

上海持续深化“三所联动”机制

从“3”到“3  ”
解纷“朋友圈”再扩大

本报记者 杨洁

派出所民警、司法所调解员、律师，电梯承包方、施工方，以及
居委干部、业委会代表齐聚一堂……昨天下午，一场“三所联动”
调解，在虹口区曲阳路派出所开展。
“我们加装的电梯本来今年年初就应该投入使用，但一直拖

到现在还没有装好！”原来，因承包方与施工方存在经济纠纷，密
三小区内几部电梯虽已完工，却迟迟没能进入验收环节。几经释
法、调解，承包方与施工方昨天终于达成约定，几天后一起前往司

法所厘清资金账目，让居民的电梯尽快“动”起来。
“三所联动”机制，是上海率先探索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去年起在全市推广。“三所”，指的是公安基层派出所牵头，司
法所、律师事务所共同参与。

记者今天上午从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检法机关、行业部
门、群团组织也加入了“三所联动”调解体系。从“3”到“3  ”，
解纷“朋友圈”越来越大，也凝聚起更加强大的平安建设合力。

“民警同志，我们楼道里的纸箱快堆

满了，不仅上下楼不方便，还存在消防隐

患！”静安某小区的一位楼组长向民警诉

苦。原来，同楼住户张老伯是一名残疾

人，喜欢收集变卖废品，引发邻居的不

满。江宁路派出所积极协调残联、居委会

等，会同城管等部门开展调解，由残联提

供帮扶，城管作安全风险告知。在“刚柔

并济”的多次协调下，堆物彻底解决。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预防和化解矛盾

纠纷的基础性工作。为此，上海公安积极

协调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发挥社会

组织作用，为当事人提供生活、公益、慈

善、心理咨询等关爱帮扶。今年以来，累

计上门关爱独居老人、“问题少年”等群体

7000余人次。

虹口，是“三所联动”机制的发源地。

在“三所联动”框架下，聚焦青少年健康成

长又有延伸——“警察哥哥姐姐听你说”

社区少年服务队应运而生，将矛盾纠纷化

解工作与青少年帮扶教育相结合。虹口

警方通过搭建合作平台、开展心理疏导等

方式，先后与存在突出家庭矛盾、厌学逃

学、沉迷网络等各种问题的40余名青少

年“一对一”结对帮扶，破解心理健康、家

庭生活、社会保护等方面问题，得到家长

和学校的高度认可。

上海公安机关还充分发挥43万余名

平安志愿者、保安员、楼组长等群防群治

力量的作用，及时发现家庭、情感等隐性

矛盾。依托遍布全市的5800余个社区警

务室，警方组织司法部门退休人员、老年

协会负责人等有经验、有威望的“调解能

手”，在警务室就地开展纠纷调解，发挥他

们的专业特长和贴近群众的优势，用老百

姓的语言解开老百姓的“心结”。

部分机构信息审核不严、“红娘”资质

不规范、退款难……近年来，婚恋中介服

务渐受热捧，也引发了一系列消费纠纷。

“我付了5万元入会费，但婚介机构

提供的服务和当初承诺的完全不一样。

我想退费，但机构不同意。”小陈姑娘连续

几日向婚介机构维权，属地徐汇公安分局

徐家汇派出所民警得知后，很快开展“三

所联动”调解。5月9日，调解结束，婚介

机构退还了大部分款项。小陈激动得流

下眼泪：“我是‘触霉头’，碰到了这家婚介

所；但我很幸运，遇到徐家汇派出所。”

这次“三所联动”调解的成功，并不是

工作的结束。“春江水暖鸭先知，公安有感

知基层矛盾的敏锐触角。”徐家汇派出所

所长杜明发现，还有类似的婚介纠纷普遍

发生，“一次协调，只是解决一个点；应当

要形成机制，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一情

况，很快被汇报给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又

主动联系了民政、妇联、司法、市场监管等

职能部门。

在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5月28

日，上海发布了首个婚姻介绍服务机构合

规指引，设置3—7天“消费冷静期”。6月

7日，徐汇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区民政局、

区市场监管局四家单位联合召开徐汇区

婚姻介绍机构规范管理工作会议，9家婚

介机构带头签署了《徐汇区婚姻介绍机构

合规经营承诺书》。

“‘三所联动’的‘3’，可以根据实际需

求再加上N个职能部门。”杜明直言，“从

一个点到一条线，最终要解决一个面的问

题，这是‘三所联动’的初衷所在。”

婚介纠纷是一个典型。像这样在调

解过程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特别是带

有普遍性、行业性的风险苗头，警方会及

时通报相关责任部门，推动从“解剖一个

问题”上升到“解决一类问题”。

例如，在工作中发现的劳资、医疗、消

费等领域的矛盾纠纷，警方会积极推送给

教育、民政、住建、卫健、市场等部门以及

全市220余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

实现信息互通、资源互助、功能互补。同

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压实解纷

主体责任，以每一个行业的“安全”来确保

整个上海的“安全”。

据统计，今年以来上海全市共有4700

余起专业性、行业性矛盾纠纷得以化解。

新朋友 检法机关提前介入 调解协议更有法律效力

新朋友 行业部门联动发力 从“解剖一个案”到“解决一类案”

新朋友 群团组织广泛参与 暖心关爱防止矛盾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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