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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那曲市比如县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提高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打造“一
站式”矛盾纠纷调解平台，构建三
级解纷体系，不断筑牢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的坚固防线。

打造矛盾纠纷调解新

平台

整 合 各 类 解 纷 渠 道 ，让 群 众
“进一扇门、消所有气”，制定三级
解纷体系建设总体框架，成立县乡

“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并于
今年 7 月将县级中心迭代升级为
比如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
心，有效整合县人民调解中心、信
访接待中心等 5 个服务平台，安排
5 家单位常驻、16 家单位轮驻、其
他单位随叫随驻，快速响应各类诉
求，采用“前台后场”模式科学设置
功能分区，“前台”群众诉求接待大
厅设立行政复议、调解、法律服务、
信访接待等多个服务窗口；“后场”
设立人民调解室、行政调解室、律
师调解室、心理疏导室等功能室，
实现功能合理、运转高效。

制定《“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

中心服务流程》，为全县规范开展
工作提供制度依据和指引，确保了
矛调中心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
发展。落实“双重管理”机制，由矛
调中心统一负责入驻人员日常管
理和考核。

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运行以来，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244 起，涉及金
额 885 万 元 ，办 理 司 法 确 认 案 件
120 件。

构建矛盾纠纷调解新

模式

围绕“村居前哨、乡镇主战、县
级终结”功能定位，健全分层解纷
体系，推动矛盾纠纷及时解决。做
强村级“前哨所”，实现小事就地化
解。完善综治、调解、双联户、网格
化 等 功 能 ，构 建 家 门 口 解 纷 服 务
圈。加强网格化巡查和走访，通过

“网格+调解”工作模式，发挥网格
优势前置化解矛盾纠纷作用，及早
调解邻里、婚姻家庭等易发多发矛
盾纠纷。做优乡级“主战场”，实现
大事联合调处。整合综治中心、人
民来访、公共法律服务等平台，发
挥基层政法资源，打造“一乡一品”
调解室，吸收“五老人员”“两代表

一委员”等资源解决复杂纠纷，实
现 矛 盾 联 调 、问 题 联 治 、平 安 联
创。做实县级“终点站”，实现疑难
攻坚破解。

充分发挥调解中心“指挥部”
“分流阀”“联络站”作用，有效推动
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无
缝对接，形成诉调、检调、公调、访
调有力联动，推动“诉前调解+司法
确认”调解模式，确保群众诉求反
映、矛盾纠纷化解“一扇门进出、一
揽子调处”。

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及时处理重点
矛盾。将矛调中心作为领导接访
下访定点场所，在示范带动化解信
访问题的同时，着力化解重点信访
事项。

优化矛盾纠纷调解新

服务

坚持把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
便捷的调解服务作为目标，形成矛
盾纠纷“县乡调处责任闭环”链条。

优化专业力量，强化人员协同
合力。公开招聘 23 名高校毕业生
入职专职人民调解员，从“五老人
员”“两代表一委员”中选聘 20 名

专职人民调解员，调解力量得到进
一步充实；邀请金牌调解员、律师、
老干部等 18 人成立了“比如县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专家库”，打造 20
个品牌调解室，孵化培育行业性专
业性调解组织 16 个。

细化调处方式，持续提升矛调
水平。矛调中心受理群众反映的
各类矛盾纠纷按照先分化分流，再
归口调处进行，对于一般性矛盾纠
纷，由常驻窗口当场进行调解；复
杂或突发性矛盾纠纷，由矛调中心
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联合调解；调解
受理窗口对分流转办的矛盾纠纷
适时开展跟踪督办；调解室对调解
协议履行情况适时进行回访，及时
进行立卷归档，实现矛调中心运行
规范、调处高效。强化源头治理，
助力矛盾前端化解。

坚持把预防矛盾纠纷作为新
时期人民调解工作重点，针对矛盾
纠 纷 多 发 高 发 领 域 ，压 实 主 体 责
任，常态化开展排查化解，及时核
查处置问题线索，有针对性地采取
措施，推动矛盾纠纷“随产生随化
解”，定期宣传政策法规、人民调解
平台及优势，引导群众依法解决问
题，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本报记者 王杰学

比如县

全力打造为民解忧“终点站”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香香 通
讯员 加措）近日，西藏出入境边
防检查总站执法调查支队结合总
站第三季度全警实战练兵考核情
况 ，组 织 开 展“ 体 技 能 强 化 训 练
月”活动。

此 次 练 兵 坚 持“ 围 绕 实 战 、
紧 贴 实 战 、服 务 实 战 ”的 原 则 ，
紧 密 结 合 支 队 实 际 ，重 点 针 对
基 础 体 能 、口 头 制 止 、徒 手 制
止 、依 法 使 用 警 械 、常 见 警 情 处
置 等 5 个 内 容 进 行 专 项 训 练 ，
有 效 解 决 民 警 在 执 法 执 勤 中 法
律 意 识 不 强 、技 能 战 术 水 平 不
高 等 问 题 ，真 正 把 训 练 与 实 战
充分结合起来。

活动中，实战教官精心组织、
认真负责、规范施教，队员们服从
命令、听从指挥，不畏严寒、刻苦

训练，个个精神饱满、士气高昂、
警容严整、动作规范，充分展示了
执法调查过硬作风和良好形象。

通过训练，进一步提高了民
警警务实战能力水平和执法执勤
工作效能，为完成应急处突、警情

处置等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为扎
实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
素质支撑。

本报拉萨讯（记者 央金）为加
快推进拉萨市旅游业大发展，10 月
18 日起，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围绕拉
萨市委、市政府“全域旅游大发展”
战略，聚焦消费者关切的“天价氧
气”，在拉萨市开展了一系列的专
项整治行动。

据悉，拉萨市市县两级市场监
管部门联动，对拉萨市氧气行业开
展突击检查，重点检查各类氧气是
否明码标价、价签规格单价标识等
信息是否齐全、店堂内是否有引人

误解虚假宣传、经营中是否存在串
通涨价或因资源配置中存在坐地
起价等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共检
查市场主体 136 户，整改纠正价格
标识不清晰、不规范、摆放位置不
醒目商户 21 户。同时，向 10 户氧
气经营者发出告诫，要求明示氧气
配送、氧气瓶租赁等相关费用，并
提醒从业人员加强明码标价和服
务意识，诚信文明守法经营。

为从根本上解决氧气行业价
格问题，更好地服务全国游客，树

立 好 拉 萨 旅 游 城 市 形 象 ，11 月 1
日，拉萨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全市有
影响力的氧气行业经营代表召开
全市氧气行业价格规范会。会议
主要了解碳纤维高压氧气瓶从市
场批发价到各区域、各环节的市场
零售价格。

会议要求，各经营主体要对各
类 氧 气 明 码 标 价 ，不 得 有 虚 高 标
价、拉客返利的不法经营行为。

拉萨氧弥尔、拉萨利钵、西藏
志成等行业代表纷纷发言并承诺，

立行立改，规范经营行为，严格做
到 明 码 标 价 ，公 示 商 品 真 实 价 目
表，拒绝某些不法客户返利要求，
做良心生意，不赚黑心钱。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以高标准高站
位的责任态度，坚持用小切口解决
大问题、小会议助推大发展的工作
理念，在群众小事和民生实事上持
续发力，对有损城市形象的不法经
营行为严查严办，持续规范整治氧
气行业价格乱象。

整顿氧气行业价格 维护旅游城市形象
—拉萨市开展系列专项整治行动

强化技能筑根基

淬炼精兵铸警魂

图为训练现场。

本报记者 王香香 通讯员 加措 摄

本报昌都电（记者 贡秋曲措 通讯员 杨慧）
2024年以来，洛隆县通过强化政治引领、创新工
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基层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等多项举措，多维度发力，不断筑牢文化市
场安全防线，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洛隆县通过高位谋篇布局，将“扫黄打非”
工作纳入意识形态工作整体规划，制定印发

《2024 年全县“扫黄打非”行动实施方案》，全面
压实各部门责任。以县“扫黄打非”办公室牵
头，在各乡（镇）、村（社）设立联络站，确保工作
有序推进。先后开展“清源”“固边”“净网”“护
苗”“秋风”等专项行动，在专项整治、网络空间
治理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取得成效，不断筑牢
文化安全防线，守住政治安全底线，努力开创

“扫黄打非”新局面。
同时，洛隆县发挥“扫黄打非”工作机制的统

筹协调功能以及各相关部门的职能优势，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平台资源，全面排查各类文化
经营场所170余次，出动执法人员690余人，以有
力有效举措确保对各类涉黄涉非问题能够第一时
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有力维护文化市场稳定，
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

此外，洛隆县持续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更
新和补充 70 个农家书屋和 25 个寺庙书屋的书
籍。鼓励广大干部充分结合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和支部“三会一课”，开辟线上线下学
习渠道，线上通过“学习强国”APP 常态化开展
党员干部读书分享活动；线下广泛开展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及“绿色书签”“世界知识版权
日”“全民阅读”等活动。并联合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围绕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西藏
民主改革 65 周年、对口援藏 30 周年、“两路”建
成通车 70 周年等重大主题，广泛开展全民阅读
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干部群众养成阅读习惯。
截至目前，开展各类活动 300 余场次，参与人数
超 1 万余人次，更新书籍 3143 本。

洛隆县

多维度发力筑牢

“扫黄打非”铜墙铁壁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珠）近年来，日
喀则市生态环境局利用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
统，强化非现场监管全勤“哨兵”调度，第一时间
监控超标排污信息，第一时间赴现场排查原因，
第一时间消除超标排污现象，使违法行为无处
遁形，保障环境执法及时到位，助力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

在环境污染防治监管方面，日喀则市生态
环境局成立企业自动监测帮扶小组，开展重点排
污企业自动监控设施指导和检查，现场查看监控
设备站房和废气排放口采样点，通过调阅设备参
数信息、特定时段历史数据、设施运行维修记录
等工作台账，全面排查企业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维
护中存在的问题和盲点，并对企业新老设备更替
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保障在线监测设施监测数
据真实有效、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在污染源在线监控管理方面，日喀则市生态
环境局不断完善在线数据成果运用及“非现场环
境监管”与“现场环境执法”工作衔接程序，利用污
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安排专人专职管理，对全市重
点联网监控企业、废气监控点、废水监控点实施线
上监管，督促相关企业规范运行污染源自动监控
设施，基本做到主要污染源监管全覆盖。

此外，日喀则市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加大对
重点企业执法帮扶力度，加速补齐企业在线监
控管理方面短板，严厉打击污染源在线监控设
施弄虚作假行为，先后接入涉及废气自动监控
企业 2 家、废水自动监控企业 22 家，其中废气
自动监控系统在线率 66.6%，废水自动监控系
统在线率 100%。

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继续优化在线监控执法监管，升级、扩
大监管范围，不断完善市级监控平台，进一步实
现所有固定污染源排污治污远程监控，提升非
现场执法水平，服务辖区经济绿色发展，为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强执法保障。

日喀则市

利用全勤“哨兵”助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