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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炕头”聊心事“地头”解难事

———山阴县合盛堡乡“两头”工作法的一线实践

上世纪 60 年代由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的“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

面旗帜。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 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 周年。 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山西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探索创新，在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

方面，形成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 从今日起，本报特开设“枫桥经验在山西”专栏，展现本地区本部门的创新发展和让人

民群众贴心暖心的生动故事。 敬请读者关注。

位于桑干河畔的山阴县合盛堡乡，盛产富硒小米。 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转型调整，逐渐承担起城市化建设等任务，

如何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合盛堡乡党委从化解土地纠纷的“小切口”入手，实践运用“炕头”聊心事、“地头”解难事的“炕

头 + 地头”工作法，把争议调处场所从办公室转移到群众炕头、田间地头，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走出了具有泥土气息的

乡村善治之路。

坐上炕头：

奏好纠纷化解“前奏曲”

因电线杆征地问题，数年前，合盛

堡乡常兴村何大姐与邻村上小河村民

丰某产生纠纷。 双方互不相让，一直通

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导致争议土地无

法耕种。 针对这起积攒已久的信访案

件，去年以来，合盛堡乡村两级干部先

后 5 次上门坐在炕上拉家常，耐心做工

作，双方最终同意乡村两级干部提出的

调解意见，达成和解。

“坐上炕头是奏好纠纷化解的‘前奏

曲’，我们基层干部主动上门，盘起双腿，

把土地纠纷的调处现场从办公室转移到

群众炕头，和他们聊聊暖心事，就能赢得

群众信赖、争取工作主动，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前端。 ”乡党委书记王建家说。

“在化解邻里和家庭矛盾方面，我

们主要是抓早抓小。 ”乡党委副书记、政

法委员张宁说，“对家庭矛盾、 邻里矛

盾，我们要做到小事不‘小视’，通过建

立多渠道解决群众烦心事的机制办法，

努力把工作做到群众身边。 ”

具体该怎么做？ 张宁在工作中也总

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方法。“首

先要走进群众家中，问清楚家长里短产

生的原因， 了解当事方化解矛盾的意

愿；接下来要想办法弄清楚问题的症结

出在哪里，不能看矛盾‘表面 ’，要搞清

楚矛盾之外的深层纠葛 ， 只有搞清楚

了，才能为精准化解找到办法。 ”说起化

解矛盾的办法，张宁打开了话匣子。

据张宁介绍，为更好地化解矛盾纠

纷，在一线实践中，合盛堡乡党委还积

极邀请“两代表一委员”“五老”、乡贤、

律师等有威望 、懂法律 、知人情的人士

参与到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中去。 通过对

当事人展开“一对一”的析理释法工作，

有效地提高了矛盾化解率。

走进地头：

打好问题解决“组合拳”

合盛堡乡西双山村是羔羊养殖大

村，前些年，羊群经常从村里主街道经

过，街道气味难闻，粪便污染严重。 虽然

有人定期打扫， 但耗费财力物力不说，

还收效甚微。 经过乡村干部多次实地考

察，决定投资 3 万元 ，在村西修建一条

约 300 米的羊道，引导羊群从羊道经过，

从而妥善解决了该村主街道羊粪污染

的问题。

“遇到这样的生活、生产矛盾，我们

不能一堵了之，要想办法变堵为疏。 ”王

建家说。

就在前不久，合盛堡乡北郭庄村两

户村民因土地确权问题引发矛盾。 为有

效化解矛盾，负责此事的合盛堡乡乡干

部先是邀请村里德望较高的老人出面

进行调解。 随后组织多部门和矛盾双方

一起来到地头，按照土地承包证现场丈

量土地、现场讲解法规政策 ，最终均衡

划定了争议地块。

“要化解好基层的纠纷和矛盾，我

们乡村两级干部就要挽起裤脚、俯下身

子，走进问题所在地。 ”在王建家看来，

只有把纠纷问题的解决现场从办公室

转移到田间地头，才能实事求是地直面

问题，公道合理地解决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为更好地解决土地

纠纷多发 、易发的难题，合盛堡乡在涉

及土地权益的重要领域 ， 突出群众参

与。 征地全程向村民开放、请村民参与，

凡是涉及土地的事情都由政府和群众

一起协商，彻底打消群众疑虑。 与此同

时，该乡还积极向群众发放印有土地法

规政策的“口袋书”，让广大群众知晓涉

及土地的法律政策。 凡涉及土地征用、

流转、宅基地等合同条款 ，均在律师指

导下提前制发“涉农范本”，以避免引发

矛盾纠纷。

据了解，“炕头 + 地头”工作法推广

以来，合盛堡乡共处理征地拆迁矛盾纠

纷 48 件，全乡信访存量也降到 5 年来最

低水平。

常治长效：

解决难题建立“好方法”

在“炕头 + 地头”工作实践中，合盛

堡乡乡村两级干部既学会了说“土话”，

也学会了走“土路”， 更学会了办“土

事”，形成了常治长效的工作机制。

“过去，因为灌溉问题总有矛盾纠

纷发生，只有将关键问题解决，才能把

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张宁说。 原来，

该乡来远村村“两委”在乡党委和上级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针对灌溉用井出水

量小的问题，对村内九眼机井配套设备

进行了整修更新，并公开招标理顺了发

包秩序。 如今，来远村的井水不仅流量

大了，灌溉水价也便宜了，村民们非常

满意。

针对全乡留守老人多的实际情况，

为更好地关心关爱留守人员，合盛堡乡

还组建了“爱心敬老”服务队。 通过开展

60 岁以上老人免费理发、定期开放免费

“小澡堂”等志愿服务，尽最大可能解决

留守老人日常生活不便。

“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努力推动重

心下移、资源下沉 ，让化解矛盾纠纷的

主体能调动更多资源去实施化解措施。

采取在一线解难题，建立‘好方法’的途

径，实现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让人

民群众满意的目的。 ”谈起在全县推广

“炕头 + 地头”工作法的目的，山阴县委

政法委书记田心世说。

而以推广践行“炕头 + 地头” 工作

法为契机，今年以来，朔州市委政法委充

分发挥统筹协调职能作用， 先后制定出

台《全市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联

席会议机制》《关于贯彻落实“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助力转型发展”专项行动若干措施》等系

列文件，指导县区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

朔州市各级党委全部建立了基层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联席会议机制， 并配套建立

了定期会议、动态排查、领导包联、督导

检查、考评激励等制度，通过加强督导调

度，细化任务举措，推进基层矛盾得到有

效化解。 （袁兆辉 赵媛）

11 月 8 日，在雅加达一年中最迷人

的季节，山西品牌丝路行代表团来到了

“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 的 首 倡 之

地———印尼，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山西）

—印尼贸易投资推介会，旨在进一步弘

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丝路精神，不断深化山西与印尼

的交往交流、务实合作。

印尼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三大贸易

伙伴、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

源国。 近年来，中国和印尼在贸易、投资

和工程承包等领域合作发展较快，印尼

和山西的经贸交流合作也不断扩大和

深化。 今年 1—9 月，山西与“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进出口额达 516.6 亿元， 同比

增长 3.3%，印尼居于首位；与 RCEP 国

家进出口额达 375.9 亿元 ， 同比增长

8.6%，印尼同样居于首位。

推介会上，省投促局 、山西文旅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山西省产业发展

和文化旅游情况 。 山西世纪大华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 山西创新创业孵化协

会等代表对企业情况和相关项目进行

了推介。 印尼帕纳罗玛公司、印尼泰尼

万斯集团公司等推介了项目及产品 。

印尼旅游和创意经济部、贸易部、投资

部及印尼工商总会中国委员会等有关

政府部门、 商协会和工商界代表参加

了推介会。

印尼旅游和创意经济部投资管理

局副局长瑞尔马·尤里·西努拉在致辞

中表示 ， 希望双方互相成为旅游目的

地， 同时持续深入加强投资贸易合作，

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实现互利共赢。

山西素有“华夏文明摇篮”“中国古

代建筑艺术博物馆 ”“中国古代文化艺

术宝库”等美誉 ，当前正在全力建设国

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全国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中

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

开放新高地、 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

地。 印尼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上具有自

身特色和优势 ， 正在积极推动基础设

施、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医疗医药 、

矿产资源等领域的发展。 山西与印尼在

这些领域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和很大的

合作潜力。 山西省贸促会会长李海渊表

示，愿意不断扩大对印尼优质农渔产品

等的进口，加强双方在农业、制造业、基

础设施、新能源、矿产资源、医药卫生及

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欢

迎印尼各界人士、企业家与山西开展经

贸、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全面深入交流

合作。

（孟婷）

山西品牌丝路行走进印尼

中国（山西）———印尼贸易投资推介会在雅加达举行

【枫桥经验在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