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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

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也是习近

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

验”20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时指出，

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

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

芽状态。

60年来，正是始终坚持以党的

领导为主心骨、以基层群众为主

体、以和合文化为主线、以基层社

会为主场，“枫桥经验”在鲜活的实

践与线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展现

出历久弥新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

力。新征程上，坚持好、发展好新

时代“枫桥经验”，是我们筑牢善治

之基，凝聚奋进力量的必答考卷。

党的领导是主心骨。20世纪

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干

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发

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

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

“枫桥经验”。改革开放后，广大干

部群众坚持党的领导，创新了“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的新时期“枫桥经验”，为化解

影响基层社会稳定的各类矛盾和

纠纷提供了有效方法。进入新时

代，多地干部群众扎实推进基层党

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基

层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组

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基层一

线，在传承和弘扬中发展出“矛盾

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基层群众是主体。“枫桥经验”

重要的一条，就是做好群众工作。

没有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就没有

“枫桥经验”。60年来，“枫桥经验”

正是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和造福基

层群众主体，才汇聚起了基层治理

的强大合力。依靠群众是“枫桥经

验”的力量所在。党员干部要始终

把群众放在社会治理的主体位置

上，善于从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

方案和办法，激活基层治理的“神

经末梢”，进而提高社会治理成

效。造福群众是“枫桥经验”的落

脚点。从就地化解矛盾，到加强社

会综合治理，再到促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党员干部要紧紧抓住为

群众创造安居乐业大环境这一主

要任务，把社会中各群体、各阶层

更好团结起来，实现社会活跃有序

的良好局面。

和合文化是主线。作为“枫桥

经验”发源地的诸暨，有着 2000多

年的建城史，拥有深厚的和合文化

和儒家文化底蕴。和合文化体现

了在差异性与多样性中寻求共存

与发展的中华文明理念，为协调人

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有效途

径。千百年来，和合文化铸就了中

华民族崇尚侠义又注重仁爱、善于

说理又倡导德行的品格。同样浓

厚的儒家耕读传统又培育出了大

量乡贤，他们既敢为天下先又有强

烈的责任意识、奉献精神与合作理

念。正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催

生了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普遍意义

的“枫桥经验”，并将持续在火热的

社会实践中迸发巨大效能。

基层社会是主场。基层社会

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

“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

社会矛盾的“闸口”，抓住了基层社

会这个最大主场，也就下好了社会

治理的“先手棋”。“枫桥经验”60年

的丰富和发展，始终围绕基层社会

的主场，并随着基层社会的变化发

展而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举例来

说，改革开放以来，枫桥干部群众

成立基层综合治理领导小组，重视

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和各种规范建

设，在工作中抓早、抓小、抓初、抓

源头，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

芽。进入新时代，枫桥干部群众聚

焦城乡社区主阵地，加强各种调节

功能社会组织建设，“老杨调解中

心”、暨阳“江大姐调解”、“红枫义

警”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调解品牌不

断涌现，数字化条件下的基层社会

平安网络越织越密。

踏上新征程，我们要踔厉奋发、

不懈探索，续写新时代“枫桥经验”崭

新篇章，以“基层之治”夯实“中国之

治”，让人民群众收获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来源：光明网）

■雷梅珍 赵月枝

“枫桥经验”六十载历久弥新的密码

12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向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报告 2023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备案审查

报告公布多起典型案例，其中一案

例涉及燃放烟花爆竹。报告称，有

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全面禁止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这与大气污染

防治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不一致。

再过一个半月左右，就是2024

年的春节，是否允许春节期间燃放

烟花爆竹，是不少人开始关注的一

个问题。此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在报告中指出全面禁燃烟花

爆竹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应当予

以修改。这对此前广受争议的烟

花爆竹禁与限问题，做出了一锤定

音的回答，有助于纠正那些全面禁

燃烟花爆竹的过头做法。

从限燃到全面禁燃，再到禁止

生产、销售烟花爆竹，可以说某些地

方相关禁止措施不断在升级。之所

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几年前严重的

雾霾天气和大气污染情况；其次是

考虑到燃放容易引发伤情和火灾隐

患，并对环境卫生造成破坏。在这

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全面禁燃的

城市数量不断增多，“禁燃版图”不

断扩大，引发的争议也多了。

民间对全面禁燃有赞有疑，且

往往由于认识上有分歧，使得该禁

令在实践中也较难执行。因此，到

2023年初，多地对“全面禁燃、禁售

烟花爆竹”政策作出了调整，广东、

山东、辽宁等地将“禁止”改为“限

制”，规定民众在特定时段和区域

内可以燃放烟花。相比之前全面

禁燃的做法，地方从“禁”改“限”，

通过细致的规定引导人们科学适

度燃放烟花爆竹，对原有政策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松绑”。

全国人大法工委经审查认为，

有关地方性法规关于全面禁止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与大气

污染防治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不一致。这就从

法律角度重新审视了禁燃烟花爆

竹政策的合法性。大气污染防治

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

律、行政法规对于销售、燃放符合

质量标准的烟花爆竹未作全面禁

止性规定，也就是说地方全面禁燃

的规定并未得到法律授权。

这就对全面禁燃的政策制定

部门、执法部门进行有效普法，使

其认识到地方政策、法规的制定与

实施必须遵循上位法的规定，违反

上位法规定的“全面禁燃令”不合

法，应当按照上位法规定的精神予

以修改。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

现代政府更应该遵法守法。就此

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此

举，是对法律权威的再重申。

只有提升各地政策、法规的制

定部门对国家法律法规的敬畏意

识、遵从意识，才能重塑国家法律

的权威性，才能使施政方向和社会

运行都处在法律轨道内，而不是逾

越法律规定各行其是，这会对社会

运行和公民权益产生不当干扰乃

至侵害。同时，通过普法提升公众

的法治意识，也有利于监督各地相

关的决定、决策，使其受到法律的

必要约束。

此外，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声音

还有助于以沟通督促整改。报告

称，经沟通，制定机关已同意对相关

规定尽快作出修改。这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继认定“全面禁燃烟

花爆竹不合法”后的另一贡献。即

不只是认定合法不合法，还要以沟

通督促整改，使“全面禁燃烟花爆

竹”的做法得到彻底纠正。由此看

出，纠正公共领域的不合法行为，不

仅有赖于公民和企业的建议，还需

要公民和企业能与法工委形成良性

互动，形成系统性的纠偏。

在 2024 年春节前，各地应以

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报告为契机，尽

快纠正“全面禁燃令”这一不合法

规定。 （来源：北京青年报）

■老鹰

“全面禁燃烟花爆竹不合法”重申了法律权威

（上接第一版）
目前，霍尔司法所功能齐全、力量配齐、保

障到位，为有效履职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升司法所为民服务质效

霍尔司法所与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立
指导联络机制，依托司法所设立乡公共法律服
务站，统筹司法所和综治中心力量，加强与广东
启源（普兰）律师事务分所的联络，实行司法所
长、值班律师、综治专干、专职调解员等轮流坐
班制度，精准对接农牧民群众法律服务需求，推
动优质公共法律服务直达群众“家门口”，及时
为群众解疑释惑、帮助解决具体法律问题，实现
公共法律服务不缺位，群众法治获得感明显提
升。

建立“三所一庭”联动机制，在乡综治中心
的统筹下，强化司法所、派出所、律师事务所、派
出法庭之间衔接配合，在宣讲政策法律、调处化
解纠纷、提供便民服务等过程中形成力量整合、
优势互补的工作合力，让基层有限的执法、司法
和法律服务资源发挥最大效能。

畅通与群众密切沟通联系机制，依托村调
委会成立村民“说事室”，并作为村级法律服务
联系点，通过村“两委”班子、村调委会和驻村工
作队轮流坐班形式，提供政策法律咨询、调处化
解纠纷、征集意见建议等服务，第一时间掌握群
众利益诉求，并及时与相关部门进行对接，有效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创新普法方式，做实法治宣传教育，打牢
基层法治建设基础。对农牧民群众，充分利用
村居组织的各类会议、群众性活动等时机，采取
有奖法律知识竞答、用百姓身边的典型案例以
案释法等方式，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的法律法规；对青少年学生，通过开学法治第一
课、法治主题班会、普法互动游戏等形式，培育
法治观念，增强依法维权意识。

◎开创基层平安新局面

做强人民调解工作。加强对人民调解委
员会的指导和管理，健全乡、村、联户“三级”调
解组织，建立专兼结合、新老接替、优势互补的
调解员队伍。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听、勤、和、
情、法、访”的“六字调解法”，走村入户开展矛盾
纠纷排查，对排查出的矛盾问题，按照紧要程
度、风险高低，建立台账、细化措施，做深做细做
实教育疏导、政策解释、动态跟踪等工作，以“法
治+调解”“法理+情理”方式，逐一调处矛盾纠
纷，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
上交。

做好联动化解工作。以人民调解为基础，
强化诉调警调访调对接，联合乡综治中心、法
庭、派出所、信访等部门，整合现有解纷资源和
力量，成立乡“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设立
接待受理窗口和调处化解功能室，相关部门密
切配合，基本实现调解服务“只进一扇门、最多
跑一地”的目标。 今年以来，及时有效化解辖
区内各类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和回访满意率
达 100%。

抓实基层法治建设。以公共法律服务站、
“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村民“说事室”等
为乡村法治建设主阵地，以基层组织成员、人民
调解员、村居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等为主力，
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综治中心、援助律师等
为支撑，形成干部群众相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
基层法治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了平安普兰建
设。

为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

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营造风清气正

的节日氛围，云南省纪委监委 2023

年 12月 30日通报 3起违规吃喝和

收送礼品礼金典型问题。

新华社发 王威 作

公开通报

中华民族历来有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

统美德。我国现行慈善法自2016年施行以来，

在保护慈善参与者权益、规范慈善活动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慈善领域也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更完善的法治护航。

12月 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新修改

的慈善法将自2024年 9月 5日起施行。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