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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通讯

员 范金宇） 矛盾纠纷无小事，便民利

民解难题。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今年以来，祁县在全市率先

成立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中心，由该

县县委政法委牵头组建，整合司法、行政

等多家单位，实行县、乡、村协同运作，人

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

动，访调、诉调有效对接，实现社会矛盾

纠纷一体化运作，一站式调处，“五双”联

动，多措并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新模式。

针对老百姓生活中遇到的“烦心事”

“揪心事”，尤其是各类矛盾纠纷，祁县县

委政法委自主研发了微信小程序“昭馀

格事”，一部手机，足不出户，轻轻松松解

决生活中的大小难题。

前段时间，段某和孔某因土地问题

产生纠纷，两人通过微信小程序“昭馀格

事”进行了上报，很快问题就得到了解

决。两个上报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上报

没几天，县里、乡里、村里调解员就来了，

将事情处理了，办事效率真高，我俩现在

和好如初。”

祁县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中心工

作人员马志香介绍，群众通过“昭馀格

事”上报事件后，系统后台就会同步接收

到事件信息，根据相对应的类别，通过祁

县综合治理管理服务平台，第一时间进

行分流处置，及时推送给相关部门进行

办理，群众所报事件会自动生成专属二

维码，群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事件

办理的全过程，形成“一案一编码、一码

管到底、全程可追溯”，变“群众跑腿”为

“数据跑腿”。

“昭馀格事”的出圈，有效打通群众

反映诉求“云途径”。居民可以通过扫描

事件编码随时掌握事件处理进度，形成

“实时提诉求、网上看进展、线下见效果”

闭环管理。

同时，祁县县委政法委在全省率先

自主研发了“祁县矛盾纠纷预警分析研

判系统”，在矛盾纠纷源头管控、事前防

范上做文章，全面实现了县域矛盾纠纷

预防“工业自控”管理，通过凝聚和发挥

基层智慧，第一时间、最小成本解决问

题，构筑起预防化解矛盾纠纷、遏制重

大信访案事件、刑事案件和社会问题发

生的第一道防线，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新

突破。

祁县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中心

工作人员岳娟介绍，群众通过“昭馀格

事”上报的各类案（事）件，经“祁县综合

治理管理平台”收集汇总后，同步链接

“祁县矛盾纠纷预警分析研判系统”。

根据数据统计结果，23 类矛盾纠纷案

（事）件，分时间、事件类别分别进行“四

色”分级预警，并自动生成“全县矛盾纠

纷压力指数”，量化体现整体矛盾纠纷

“本质状态”，参照近3年各类矛盾纠纷

案（事）件，自动生成《祁县矛盾纠纷整

体态势分析报告》《月度矛盾纠纷预警

研判报告》《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工

作预案》，数字赋能矛盾纠纷预警研判

分析全过程、各方面。

线上方便快捷，线下暖人暖心，祁县

人民法院入驻中心设立“法官工作室”，

第一时间介入进行诉前调解，努力将矛

盾风险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

解中心的专职解调员还积极为群众提供

各类法律咨询服务，既解“法结”又解群

众的“心结”。比起信访、诉讼等解决途

径，人民调解耗时短、成本低、办结快，成

为越来越多群众解决矛盾的首选。

祁县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中心

主任贺爱民表示，祁县矛盾纠纷多元预

防化解中心聚焦方便群众“就近提诉

求、只需提一次、最多跑一地”的要求，

统筹职能部门与基层力量深度参与社

会治理，充分发挥“事件吹哨、部门报

到”工作机制，采取“政法部门集中入

驻、职能部门轮换进驻、涉事部门随叫

随驻”方式拓展中心职能，着力打造行

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实战平

台，真正让群众“进一家门、办多家

事”。今年以来，该中心接待来访群众

897人（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611件，

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祁县县委政法委多元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构建社会治理新模式

本报讯 （记 者 闫 淑

娟） 菜市场里的公共卫生、基

础设施、市场秩序、食品安全等，

关系着千家万户的餐桌安全。

11月18日，记者从介休市获悉，

该市宋古乡李家堡便民潮汐市

场从五个方面入手，积极破解市

场脏乱顽疾，规范市场经营秩

序，打造“烟火气”和“文明风”并

行的幸福“菜篮子”。

摸排登记“细致化”。每月

16日，市场工作人员都会登记

摊户信息，动态掌握各摊户摊

位大小、载货车型、联系方式、

摊户名称、售卖商品类别等。

登记的信息上传到局域网上，

商贩能清楚地了解市场里卖菜

的、卖水果的、卖肉的有多少

家，能知道卖的商品有哪些，然

后对应自己的摊位适时调整。

市场设置“定制化”。李

家堡村围绕“文明规范经营，

共同打造安心舒心的市场环

境”目标，整合力量、下大力、

出实招，根据登记的摊位信

息，划分 3、5、8 米摊位共 121

个，采用统一标准的路沿石斜

坡辅助器，既实用又美观。该

村村委会主任李勇说：“我们

成立了物业公司，将摊户每个

月所交的 100 元卫生整洁费、

50元路沿石辅助器押金，统一

存入公司账户，作为市场的专

项资金。在摊户租期到期不

续租时，将押金退予租户，规

范了市场的同时，又让摊户心

里舒坦。”

摊位归属“平等化”。“一

步差三市”，摊位位置是大家

最在意的事，在分配摊位初

期，宋古乡联合介休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李家堡村“两

委”与摊户代表共商共议，决

定按照报名时间先后，采用抓

阄方式，对摊位进行合理分

配，一切流程公开透明。

交易流程“便捷化”。潮

汐市场收集摊户微信、支付宝

收款码，为各摊户申请场所

码，统一用亚克力板将“三码”

放置在一块版面上，摆放在摊

点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消费

者扫场所码，既方便了用户，

也保障了便民市场的安全。

监督管理“长效化”。为

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潮

汐市场加强对摊户的管理，要

求摊户守法诚信经营、不售卖

野生动物、举止文明、友善待

客、微笑服务；对违规违纪摊

户进行停业整改处罚。聘请

环卫工人，做到“日清日洁”；

配备市场管理人员，联合城管

部门做到一天一监督、一日一

清洁、一周一消毒，持续巩固

潮汐市场监管成效。

菜场整治一小步 文明创建一大步
介休市李家堡打造潮汐式便民市场

赏心悦目的市政

箱3D彩绘、停车整齐

入位……自我市实施

“六化一提升”工程以

来，全力打造“群众家

门口的风景”。图为

市城区安宁街与锦纶

路交叉口“黑猫警长”

市政箱3D彩绘。

记者 曹伟 摄

本报讯 （记 者 路 丽 华 通 讯

员 李浩） 11月21日，在左权县羊角乡

新庄村的大田里，村民们操作着秸秆打

捆机来回穿梭，散落在地里的玉米秸秆，

经过机器的旋转、压缩、捆绑，变成了一

捆捆整齐、均匀的圆柱形草捆。秸秆打

捆正成为羊角秋粮丰收后的又一田间美

景。不止新庄村，羊角乡其他村庄也通

过秸秆打捆离田作业，有效解决了一度

困扰粮农的“秸秆处理”难题，并通过综

合利用，变废为宝。

打捆好的秸秆，被统一运销到左权

县药兴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再经过

粉碎、磨丝、除尘、打包等工序，便形成了

牛羊养殖户的抢手货——牲畜饲料，实

现了华丽转身、变废为宝。

左权县新庄村村民申爱军告诉记

者：“以前把这秸秆都烧了，既污染环境，

还有火灾风险。现在政策好了，我们买

上打捆机、拖拉机，给群众打捆，送到市

场卖钱，经济、实惠还方便。”

羊角村党支部书记王二平测算了一

下：“自从买回来打捆机以后，每亩地秸

秆处理只需要十几分钟时间，而且还能

减少病虫害。”

左权县药兴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张世存说：“牛羊产业链的蓬勃发

展，带动了饲草业的加工。饲草业的加工，

让老百姓的秸秆变废为宝再次利用，不仅

减轻了村集体的防火压力，而且给农民带

来了不少收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羊角乡农村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王红波介绍，羊角乡土地肥沃，秸秆资源

丰富。今年秋收结束后，该乡统一组织

购买回15台打捆机，推广秸秆打捆离田

作业，曾经令人头疼的秸秆现在成了村

民增收的“宝贝”。截至目前，该乡已完

成秸秆打捆3000余亩，预计8000亩全部

结束后，可实现创收15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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