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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宝山
工业园区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来就马上被等候在园区的外来务
工人员团团围住。“我这种情况算
工伤吗？”“老板要和我解除合同，
应该付我多少补偿金？”……针对
他们的问题，这位法官一一耐心作
答，并提出建议。

法律服务进入基层
原来，针对辖区劳动密集型工

业园区较多、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群
体性劳动纠纷较多的特点，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新设了“外来务工人
员劳动维权工作室”，将由民三庭副
庭长乔蓓华法官和二中院资深审判
长、审判员每月定期轮流值班接待，
接受农民工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劳动
纠纷的法律咨询，方便广大农民工和
外来务工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此前，上海二中院已在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大厅新设“外来务工人
员劳动维权工作室”，并上线了全国
法院系统首个官方认证的劳动争议
维权类微信公众号———“乔法官说
法”，旨在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为
更多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更为专业、
便捷的法律服务。
但工作室除了“请进来”接受上

门咨询外，还组织二中院的资深劳
动争议法官“走出去”，组成专业团
队到嘉定、青浦、宝山等农民工和外
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工业园区授课、
咨询，扩大普法宣传，为更多的打工
者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对于基层社会治理而言，如何
防患于未然、将矛盾化解在第一时

间，防止小事变大、避免悲剧发生，
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尤其
是涉及民生保障的劳动争议案件、
颇为专业的金融理财纠纷、对立情
绪严重的医患矛盾、纷繁复杂的动
拆迁补偿争议……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进入新常态，纠纷的利益诉求越
发复杂多元，上海二中院作为最高
法院确定的全国 !"家审判权力运
行机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对深入
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改革
开展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探索。

!一行三会"化解纠纷
"$!%年 %月，上海二中院与静

安区司法局签署《诉调对接工作机
制合作协议》，合作成立了全市中院
层面首家诉调对接中心，整合上海
市企业联合会调解员、诉前调解工
作室、“一行三会”调解员等力量，形
成完整的组织机构及高效的运转模
式，更加充分地发挥化解纠纷的作
用。!"月，上海二中院与上海公证
协会、上海东方公证处举行合作签
约仪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对接协
议》，将多元化解决机制扩大到家
事、房产、损害赔偿、民间借贷类等
民商事案件。

目前，上海二中院已形成多种
力量参与、多种途径配合的多元化
纠纷解决体系，运转后已初见成效。
"$!%年，诉调对接中心成功调解案
件共 &"'件，占全年民商事调解、和
解案件总数的 !()"&*。专职调解和
特邀、委托调解的成功率分别达到
"+)",*和 (,)!&*。自 "'!%年推进
以来，已分流了同期民商事案件的

-).*。通过这些专业化和专门型的
手段，纠纷当事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许多当事人选择非诉程序，以一种
非对立的、协商的、灵活的自治方式
来解决矛盾，也让老百姓在案件中
更有获得感。
据悉，将纠纷委派或者委托相

关组织机构进行调解，已经成为上
海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
化解，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的重要举措。上海黄浦区法院
则与黄浦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搭建了医患纠纷诉调对接平台，
请黄浦区医调委调解员协助参与法
院调解，最大限度将医患纠纷引入
人民调解渠道，通过多元化解机制
大大缓解了医患矛盾。

对于上海创新社会治理 (年来
的创新成绩，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
所长杨雄认为，上海基层治理改革
有序推进，基层队伍实力进一步加
强。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格局进
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工作合力基本
形成，条块关系进一步理顺。

"'!%年，上海社科院的相关课
题组曾在徐汇区、长宁区、杨浦区、
闵行区、浦东新区和松江区 %个行
政区共计 &'个居委会抽取居民调
查结果显示，上海民生和民意发展
整体状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客观
民生与主观民意的发展水平基本一
致，但前者得分略高于后者。在收入
消费、文化教育和医疗健康等方面
的民生指数得分同比明显上升。

上海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用脚踏
实地的“民生工程”，交出了一份老
百姓满意的“成绩单”。

!上海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五年!党建引领 基层自治共治格局进一步完善

“五违四必”等环境综合整治的“硬骨头”
压力大了，但党员干部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干劲大了；“小巷总理”们肩上的担子重了，但
处理大小事务的底气足了；基层矛盾复杂了，
但“多条腿走路”的纠纷化解机制灵活了；老
百姓对社区服务的要求高了，但各种“量体裁
衣”的社区治理创新举措更暖心了……5年
来，上海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项项民生福祉让
老百姓有了满满的“获得感”。

2014年，上海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
层建设”列为市委“一号课题”，深入调研并形成

“1+6”系列文件。今年7月1日，《上海市居民
委员会工作条例》的新规又将落地，这意味着
基层社会治理将更有章可循。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事关上海长远发展，要持续用
力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努力走出一条符
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在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

近年来，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基层实践，
上海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把群众的获得感作为
“试金石”，由此收获了群众由衷的“点赞”,走
出了一条社会治理的新路。

! ! ! !“五一”节刚过，浦东新区张江
镇张江路附近的居民发现，随着施
工机械的轰鸣声，小区沿街店铺楼
顶加层搭建的彩钢板房开拆，这个
“盘踞”在小区长达 !(年的无证建
筑终于销声匿迹。
同样惊喜的还有亮秀路附近的

居民，原来家附近周围有一片“城中
村”，环境脏乱、安全隐患重重。如
今，不但“城中村”全部被拆除，还
“变身”为 (&亩的张江主题公园，即
将于今年 .月开园。
昨天，记者再次回访，来到去年

曾打响迪士尼周边区域环境综合治
理“第一枪”的川杨河畔，只见这里
的违法建筑被全部拆除，川杨河南
岸已开始种植绿化，未来将形成一
道生态绿廊、建设慢步道等，周边居
民又将增加一处环境宜人的健身、
休闲好场所。
同样发生天壤之别的还有张江

科学城的一处规划区域———占地
!"'亩的韩荡工业区。去年年底，记
者来到这里时还是“五违”乱象突
出、违建林立，但如今违法建筑全部
被夷为平地，未来的张江科学城将
在这里绘就美好未来。

记者了解到，今年 !月到 &月，

浦东新区张江镇拆违 %.)" 万平方
米，已经完成浦东新区下达任务量
!'(*，进度列各镇第一；"'!,年的“小
目标”为 -月底前实现“两个清零”
———必拆违建清零、新增违建为零。

动了!奶酪"惠及子孙
张江镇有关负责人介绍，数字

的背后是坚持依靠基层群众一起
“加减乘除”取得的成效。补短板环
境脏乱做“减法”，根治了 .个成片
区域和老旧小区的顽症；安全隐患
做“除法”，消除了 !"个低端市场
“三合一”消防隐患；环境品质做“加
法”，建设了 %个生态休闲公共绿地
便民空间；公共服务做“乘法”，实施
了一批便民惠民设施。
变化的不仅是环境，更可贵的

是政府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的提
升，居民群众自发写来感谢信、送来
锦旗。“拆违中 --*以上是依靠企
业和百姓自拆、助拆的，虽然拆违暂
时动了他们的‘奶酪’，但老百姓意
识到，环境整治从长远来说受益的
还是自己和子孙后代，给予了充分
的理解和支持。”
张江镇的变化是本市环境综合

整治的一个缩影。“补短板”，这两年

重点在环境整治方面，特别是通过
“五违四必”拆建，提升了干部的精
气神，也让群众获得感显著提高。数
字显示，"'!(年到 "'!%年，本市拆
除违法无证建筑超过 %(''万平方
米，今年一季度拆除 "'''万平方
米，出现了“许浦速度”、“九亭速度”
等环境综合整治“样板间”。

!转角见绿"不是梦想
环境综合整治作为近年来上海

社会治理的“重头戏”，依靠的是基
层干部群众的“力挺”，而整治的成
果则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在
川沙镇华夏三路三灶浜河南岸，一
块违建拆除清腾后，不但河岸环境
整洁了，还招来了大群的白鹭栖息，
如今成了不少“摄友”们蹲点的好去
处。浦东新区最小的街镇———塘桥
街道，拿出“绣花功夫”，精雕细琢，
让社区越来越精巧美丽。从今年 &

月起，塘桥街道迎来新一波绿化建
设高潮；预计 %月，南泉休闲广场将
种上爬藤植物；预计 !'月，塘桥路
与塘桥新路路口将建成街角广场；
塘桥街道办事处门前峨山路绿地则
将改造为“口袋公园”。“转角见绿”
对许多人而言已经不是梦想。

! ! ! !幸福的社区总是相似的，“过去
社区公共事务事务往往‘等、靠、要’
街道和居委。”一名社区干部坦言。
但从 "'!(年起，上海所有街道取消
招商引资职能及相应考核指标和奖
励，街道经费支出由区政府全额保
障。街道工作重心将转移到社区治
理和服务上来，基层干部更能全身
心投入到基层的社区治理上。“小巷
总理”们的任务重了，但处理大小事
务的底气足了，效果好了，也得到了
老百姓的更多认可。

取消街道招商引资
近年来，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

新，街道强调三个“公共”，即公共管
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这三方面
的责任得到强化，基层力量显著增
强，服务管理能力有了提升，特别是
党建引领下的自治共治的格局基本
形成。不需再为筹钱分心的上海各
个街道，纷纷做实管理和服务，为百
姓创造更多福祉。
静安区在上海全市率先取消街

道招商引资职能，早在 "''-年，南

京西路街道就取消了经济科，实行
财政“收支两条线”。“没有了招商压
力，街道能拿出更多精力落实社会
治理，加快解决拆除违法建筑、修缮
‘美丽家园’等急难愁问题。”南京西
路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共筑!睦邻爱心墙"

位于曹家渡街道的高荣小区属
于上海市第一批高层住宅小区，曾
经光鲜亮丽，但随着时光流逝，小区
公共空间紧张、居住密集、人员流动
量大等矛盾日益显现。尤其是一堵
墙前面长期堆放建筑垃圾等，居民
们怨声载道。

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高荣居委会通过“自下而上”广泛征
求意见和方案，群策群力制定了把
这块建筑垃圾堆放区变成小区“睦
邻爱心墙”的改造方案。为了让小区
各方都积极参与到这个改造项目中
来，居委会将方案进一步细化为社
区“睦邻爱心墙”微公益项目，积极
引导社区志愿者、学校学生、共建单
位、社区团队等自发认领项目。

“睦邻爱心墙”应该展现什么
内容？经过社区集思广益，“图文并
茂”的文明公约成为大家的选择。
高荣小区附近的万航渡路小学听
说要建“睦邻爱心墙”，主动提出愿
意支持，发动在校学生创作文明公
约主题作品，遴选出 !,幅画作入
选上墙。
睦邻爱心墙终于完工了。居委

会号召大家共同集资爱心自治金，
共筹集了近千元作为后续维护费
用，并成立自治金管理小组，做到专
款专用。“睦邻爱心墙”建成后，居委
会又牵头重新优化了小区出入口的
通道，重新划分停车位，并在小区隐
蔽位置重新设置了建筑垃圾堆放
点，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据悉，上海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以来，“小巷总理”们的队伍明显增
强，和过去以“婆婆妈妈”为主不同，
一批年轻的精兵加入到村居书记岗
位，目前平均年龄 &.岁，本科以上
学历的增长了 &+*，一部分“.'后”
已经成为了骨干主体，成为推动社
区治理创新的“生力军”。

! ! ! !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
执政基础，作为一条红线贯穿着社
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始终，上海
正努力探索一条超大型城市基层党
建的新路。具体标准是什么呢？简单
说来三句话，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
用、群众得实惠，关键是要让党组织
在群众当中有基础、有影响。

白发白领互助互通
尤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基层党

建引领的社会基层治理创新更需要
有新面孔、新方法，不少区域通过插
上“互联网/”的翅膀，让许多年轻
人也积极参与进来。

"'!% 年 & 月，本市首个服务
“两白（白领、白发）”人群的“互联
网0众筹”公益平台———“幸福白老
汇”122项目在静安区正式启动。这
是“加强基层建设、创新社会治理”
的又一创新之举，成为通过第三方
区域化党建的民生服务平台。

和一般公益项目单向提供帮助
不同，该项目由上海静安幸福益站
志愿服务中心创建、静安区委组
织部指导推动，首次采用“互联
网0众筹”方式，“白领”“白发”都
可自愿报名成为志愿者，通过“幸福
白老汇”的平台，让公益服务的供需
快速对接。

居住在静安区大宁街道的朱阿
姨是在“公益伙伴日”的公益集市上
与“幸福白老汇”结缘的。朱阿姨的
儿子患有自闭症，“幸福白老汇”希
望朱阿姨带儿子小刘多出来走走。
现在朱阿姨和她的儿子都成为“幸
福白老汇”的固定志愿者。
除了是一名志愿者，朱阿姨还

是“幸福白老汇”智能手机教授班的
铁杆“粉丝”。每周三下午开设的智
能手机班，由白领青年志愿者一对
一“小班化”教授社区老人智能手机
的应用，如今已成为社区老年朋友
们和白领青年的“幸福一家门”。居
住在芷江西路街道的年画艺术家蒋
老伯还在课上带来了惊喜，他拿出
几十年来所做的经典年画作品，这
让在场的青年志愿者们惊叹不已，
并当场约定今后由蒋老伯每月开设
一期“文化课堂”。

据统计，“幸福白老汇”启动以
来，线上及线下累计共为 !"'''多名
老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民生服务。

开创!潮汐停车"模式
在蓝村路、东方路路口的塘桥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同时也是塘桥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党建携手文化，
实现了双赢：塘桥的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被评为 "'!(年上海唯一的“全

国优秀文化站”，去年更吸引了 +!

万人次参与文化活动，这一数字为
塘桥实有人口的 +倍。今年，塘桥社
区文化中心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文
化“大比拼”“大选拔”。

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让
许多居民区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
决或缓解。“继 "'!!年在全市首创
‘潮汐式停车’服务后，今年塘桥还
将升级车位调配方式，上线方便市
民找车位的 122。”塘桥街道党工委
书记朱洪明透露，塘桥将引入“互联
网0治理”的理念，运用信息化技术
及大数据手段打造“潮汐式停车”
122，实时掌握车辆信息，为市民提
供智能化停车信息服务。今后，开车
到塘桥辖区逛商场或看病，找车位
只需刷一下“潮汐式停车”的 122，
哪个小区有空位，一览无余。而塘桥
居民晚上将车开回家，如果小区停
不下，也可以停到周边写字楼的车
库里。随着社区治理的不断创新，这
样新潮的“找车位”方式，今年年底
就将在塘桥变成现实。

据悉，目前本市“两新”组织党
建覆盖面基本达到 %!*和 (-).*。
尤其是上海基层治理创新以来，商
务楼宇、园区、商圈市场等领域党的
建设得到了明显强化。而基层党建
也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坚实后盾。

!社区管理 “小巷总理”底气足了

! !"#$年!嘉定马陆镇对后沙泾河道进行整治!如今河水变清!今后将成为一条景观河道 李铭珅 摄

"# 张江镇川杨河生态绿廊整治后效果图及整治前

的状况 张江镇 供图

矛盾化解 “多条腿”走路解决多元纠纷

基层党建 “互联网+”探索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