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浉法〔2023〕42 号

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进社区、进网格、进乡村工作机制

为深入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

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强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落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

制挺在前面的要求，坚持强基导向，推动人民法院一站式多

元解纷工作向基层延伸，促进矛盾纠纷村村可解。现就依托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以

下简称“三进"工作），特制定我院“三进"工作方案：

一、“三进”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

面”的指示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将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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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

工作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我院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职能

优势，在线对接基层解纷力量，通过“引进来"、“走出去"，

构建分层递进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路径，形成“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基层预防化解纠纷网格，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发现、

就地调处、就地化解，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二、“三进”工作基础调解站点的建立

（一）建设诉源治理工作模块

在调解平台建设诉源治理工作模块，人民法庭进入诉源

治理工作模块后，负责组织基层治理单位以及专业性、行业

性调解组织将其管理约调解员、网格员、乡镇（街道）干部、

村（社区）干部以及其他基层解纷人员信息录入调解平台，

录入的信息主要包括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对接的人

民法庭或基层人民法院等。

（二）建立案件分流制度

本院立案庭根据纠纷数量等实际情况，由立案庭速裁团

队负责人员额法官陈皖琰负责案件分流，开展在线诉非分流、

案件指源、诉调对接、督促督办等工作。

（三）建立诉前调解联络员制度

请基层治理单位，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人员与本院

开展分流对接，负责对案件进行甄别，自行或者指定相关人

员开展诉前调解、矛盾化解，协助送达，维护基层解纷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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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工作。

（四）完善非诉实质化对接制度

村（社区），乡镇（街道）等对接单位或解纷人员在化

解，调解过程中需法官参与指导的，可以向信阳市洲河区人

民法院统一提出申请，本院和人民法庭通过推送典型案例，

进行法律指导，现场调解、远程在线参与调解和实地参与化

解。

（五）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在本院诉讼服务大厅，人民法庭等场所或者调解平台上

公开入驻调解平台的基层治理单位、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

织，参与化解，调解的基层解纷人员基本信息，自觉接受群

众监督。

三、“三进”工作的开展方式

（一）全面部署推进“三进”工作

本院制定“三进"工作方案，召开“三进"工作会议，主

要领导对“三进”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各人民法庭要把“三

进"工作与建立完善基层群众利益诉求机制统筹结合起来。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

要利用开展“三进"工作的契机，加强对我院各项职能

的宣传，让基层群众全面了解人民法院工作的专业性和便民

性，不断提高人民法院工作的社会影响力。要加强与新闻媒

体的联系沟通，大力宣传“三进"工作，为“三进"工作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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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开展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三）认真总结“三进"工作经验，推广典型

在推进“三进”工作过程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要认真总

结提炼，及时撰写新闻稿件。同时，要注重培树先进典型人

物，尤其是扎根司法所等基层一线的忠于职守、开拓创新、

公正执法、诚信执业、甘于奉献、廉洁自律等不同类型的先

进典型人物，充分发挥先进典型人物的示范、辐射和引导作

用，凝聚人心、鼓舞士气。

四、“三进”工作主要内容

（一）人民调解工作

1.加大医疗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物业小区、劳动争议、

物流、环保、商业区等行业性、专业性领域的调解工作力度，

推动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

2.较大型企业及工业园区应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逐步

增加企业人民调解组织数量。

4.积极发挥村居会、居委会的调解力量，在化解村居矛

盾纠纷中发挥的基层基础作用。

5.坚持调解与普法工作同步进行，在调解矛盾纠纷的同

时对群众进行相关法治宣传，达到调解一起纠纷，教育一片

群众的效果。

6.奖惩考核机制。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法官指

导，参与化解，调解的案件量纳入法官绩效考核，将成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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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调解纠纷数量和质效作为特邀调解员，调解组织动态管

理的重要指标，进一步激发参与“三进"工作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7.落实人民调解员培训制度。每年分级分期对人民调解

员进行培训。

（二）法治宣传工作

1.建立村居干部培训制度（责任部门调解团队）。每年

分期分批对村居两委班子成员进行以依法管理为主要内容

的法律知识培训。

2.建立基层以案说法平台，开展有针对性的以案说法活

动（责任部门民一庭、刑一庭）。

3.建立预防性和针对性法治宣传制度。凡是政府实施的

重大项目并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容易引起矛盾纠纷的，预

先进行预防性法律宣传；对于问题突出的村居以及突发性矛

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应积极开展针对性法治宣传教育。

4.要积极配合各中小学校开展“法制副校长”宣传教育

活动。每季度至少一次到学校组织学生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5.积极到本区规模以上企业进行法治宣传，努力使企业

普法实现规范化。

6.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站、微博微 信

等各类媒体，以及社区走访，普法讲座等活动，全面宣传“三

进"工作以及基层解纷人员优秀事迹，积极培育多元解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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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引导人民群众主动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三）配套保障

1.加强经费保障。现设置我院诉讼服务中心一楼立案办

公室为专门办公室进行案件分流、对接及开展人民调解，配

备远程调解装备，保障调解工作的有序开展，争取持续性财

政保障机制，对调解人员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充分调动社

会力量参与纠纷化解工作。

2.加强沟通联系。密切与基层治理单位，相关调解组织

及基层解纷人员沟通联系，定期召开会议，对于工作开展情

况，推进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等，共同分析研判，凝聚工作合

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2023 年 4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