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梦 肖会
本报通讯员 李江涛

聊城市委政法委统筹推进，创新实践社会
资源、平台职能和化解力量的“三个融合”，整合
了社会资源、平台职责和调解力量，形成了矛盾
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为平安聊城、法治聊城的
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截至目前，全市排查纠纷
4779件，预防纠纷3491件，调解纠纷8505件，调解
成功8279件，调解成功率98%。

东阿县：“心灵驿站”解纠纷
73岁的吴桂兰不相信这是真的。两年来

儿子家暴、媳妇叫骂，110接警是家常便饭。
“心灵驿站”咋就让他们回心转意了？12月10

日，当儿媳把饭菜端到她面前时，她哭了。
儿子赵波和媳妇刁羽宁原本夫妻和谐，感

情不错。儿子做生意买了新房、添了新车。可两
年前赵波生意亏了本，卖房卖车还欠下一笔债，
夫妻俩也从吵吵闹闹，到大打出手，这让老人操
碎了心。两个月前，儿媳去“心灵驿站”求助，2个

月来，吴桂兰感觉家庭气氛开始渐渐恢复。
吴桂兰说的“心灵驿站”，设在东阿县综

治中心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东阿县推行由法
律顾问、司法所工作人员、新乡贤三种主体加
矛盾所在地调解员、群众代表和相关人员组
成的调解小组，形成“3+N”多元化解模式。

10月16日，“心灵驿站”接到求助，工作人
员分几路走访调查，制定方案，与夫妻二人谈
心交流，运用心理澄清技术让他们明确彼此
的诉求。被推选为“新乡贤”的恋爱介绍人带
他们到初恋约会地点，陪同夫妻俩到福利院
看望孤寡老人，让他们领悟到家庭和谐就是
对老人最大的关爱。同时，工作人员还协调银
行为夫妻贷款，鼓励他们树立信心，从头再
来。濒临破碎的家庭复又重圆，老人脸上再次
绽放笑容。

高唐县：“两所共建、三调融合”

“两所共建、三调融合”模式是高唐县依
托派出所与司法所共建，使人民调解、司法调
解、行政调解达到了衔接联动的另一种探索。

高唐县三十里铺镇的囤邵勇与囤正和是
叔侄，两人都已60多岁，积怨很深。今年5月，
囤邵勇按照村委会安排，带领村民清理社区
卫生，将囤正和屋后碎砖瓦清理出村，这让老
侄子很恼火。囤正和认为叔叔故意报复、刁难
自己，双方争论起来，还动了手，幸亏派出所
民警迅速出警稳控了局面。查明真相，民警与
人民调解员宋宝利对叔侄俩进行调解。最终，
一对横眉冷对10年的叔侄，握手言和了。

在高唐县，每个基层派出所都设有律师
咨询窗口，公职律师、法律工作者和人民调解
员轮流值班，随时接受群众咨询，对各类矛盾
纠纷现场开方。“政府主导、公安牵头、主动融
合、借势发力”，实现了平台职能有效融合，让
高唐县成为全省公安系统“枫桥式公安派出
所”创建活动典型标杆单位。

莘县：“1＋X＋Y”

记者见到莘县东鲁街道网格员王成贤
时，他正为幸福小区的民事纠纷奔波。幸福社
区有4栋楼200多户，三分之一业主拒缴物业

费，物业公司断水停电催缴费。经调查，物业
公司疏于管理，小区卫生环境差，许多业主因
没享受到应有服务而拒缴物业费。12月11日，
王成贤与人民调解员找到物业公司，经过耐
心开导，物业负责人认识到由于服务欠缺导
致了双方的矛盾，开始对小区进行集中整理。
王成贤又与小区代表深入沟通，物业跟小区
居民之间达成谅解。环境很快改善，物业费逐
渐缴齐，双方矛盾圆满化解。

为有效整合矛盾化解力量，充分发挥“网
格员”优势，莘县统筹法律、医疗、交通等不同
领域人才，构建出以1名社区调解员、多名社
区热心调解事业的人民陪审员、法官、检察
官、公安干警、司法行政人员加律师（法律服
务工作者）组成的“1＋X＋Y”矛盾化解“专家
库”机制。全县24个镇（街道）、1154个村（社区）
实现网格化管理全覆盖，网格员达到1240人，
配备率100%。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不安定因素
在基层网格内得到排查化解，实现了政府治
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应当
事人请求，本文涉案人均为化名）

聊城在县以下推行社会资源、平台职能和化解力量“三个融合”———

形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记者 王晶
通讯员 李文彩 报道
本报东营讯 “2003年左右，刺

参养殖对整个黄河三角洲来说，还是
一个空白。当时正在探讨进行‘东参
西养’的探索，我们团队与山东华春
渔业有限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
了黄河三角洲刺参生态养殖模式研
究。”12月16日，刚获得2019年高效
生态农业类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的鲁东
大学教授杨建敏感慨地说，“11年
里，从政府到企业都给了我们团队莫
大的支持，也正是这些支持让产业有
了大规模发展。”

自2009年至今，在杨建敏团队及
其各方的努力下，黄河三角洲地区突
破了“东参西养”的技术瓶颈和自然
分布禁区，刺参养殖实现了从“零”
到池塘刺参养殖面积约占据全国三分
之一的飞跃。

“人才的引进对于企业来说就是
生命力的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企
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人才之间的
竞争。”山东华春渔业有限公司解秀
春说。

引进一个人才、集聚一个团队、
培育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为了
能够吸引留住更多像杨建敏这样的人
才，河口区探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从资金到政策，拿出满满的诚意来吸
引更多人才。

“对于河口区新入选‘一事一
议’顶尖人才、泰山学者、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黄河三角洲学者等重点人
才工程，分别给予用人单位一次性补
助，同时纳入河口区创业创新领军人
才管理。”河口区委人才工作服务中
心副主任刘萌介绍。

不做花架子，以企业为主体，突
出重点产业急需、关键领域突破和科
技创新需要的务实做法，更是与脚踏
实地干实事的高精尖人才一拍即合。

近年来，河口区围绕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等传统优势
产业，现代农业、海洋经济等潜力产业，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制定重点产业急需紧缺
人才目录，绘制产业人才地图，精准掌握产业人才需求。
积极“走出去”，主动“请进来”，搭建政府、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各类产才融合平台。设立了总规模30亿元的
区级产业发展基金和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出台《河口区促
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设立1000万元人才
发展专项资金，对高端人才的引进最高给予50万元的资金
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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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淑栋

棚户区改造圆贫困户“安居梦”。日前，淄
博经济开发区西坞村的回迁户樊俭修在淄博
经开区棚改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进已经
建好的西坞村小区参观新家。“这里以前是棚
户区，环境“脏乱差”。盖上楼房后环境变得真
好。”因长期慢性病致贫的老樊已经52岁，是
村里的单身汉，一颗心终于踏实下来。

2019年以来，淄博经开区围绕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开展
脱贫成效“回头看”，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
果，让全区626户、1268名贫困户得到实惠，
更有获得感。

西坞村共有脱贫享受政策贫困户10户19
人，现他们都已拎包入住新家。淄博经开区
实施贫困户安居工程，对14个村进行整体棚
户区改造，涉及贫困户404名。目前，已有2
个村、31名贫困户搬进新居，计划明年将有
4个村83户贫困户搬进新居。

孝善扶贫、公益性岗位助增收。“俺每

月有30元生活补助，儿女的赡养费300元，再
加上每月300元的公益性岗位工资，再也不
用抠抠搜搜过日子了。”68岁的后草村贫困
户马翠芝很是满足。

“我们从2018年就开始实施孝善扶贫，按
照子女缴纳比例，再补贴10％。今年来，镇上
的补贴支出大约有28万元，在保障贫困户生
活的基础上，又倡导了孝道。”淄博经开区北

郊镇副镇长李涛提到，去年9月份，区里统一
设立了公益性岗位，每月有300元的工资，一
年下来，就是3600元。

社会力量为区域扶贫助力。近年来，淄
博经济开发区大力发展产业项目，吸引了一
批项目落地，建设淄博大学城，高校资源优
势显著。这些企业和大学，也成了扶贫战线
上的新力量。

作为最早进驻经开区的企业，乾宏集团
今年已为3个村的贫困户提供了共7万元援
助。集团所运营的张江（淄博）产业园已开园
运营，在享受发展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他们
也开始反馈当地，积极参加到扶贫攻坚中来。

无独有偶，惠民燃气与淄博经开区税务
局实行党建共建、文明单位创建共建，他们
也为挂包的贫困户献上了“心意”。他们与
区税务局一起，挂包了一户贫困儿童，每年
为其提供3000元的资金。除此之外，他们还
联合后草村开展文艺演出，丰富贫困户文化
生活。仅今年，淄博经开区辖区共有30家企
业捐助了45万元。

淄博经开区聚焦难点堵点，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让贫困户更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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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报道
新建成的西坞

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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