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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政
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着力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努力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今年以来，青岛全市法院，创新枫

桥经验，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
理体系，推动形成覆盖全域的诉源治理
网络。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
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形成纠纷多元化解
的强大合力。

突出党委领导“引领力”
健全完善党委领导诉源和社会治

理体制机制，在党委政法委领导下，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挥法治保障作用，
依托市区综治中心、镇街政法委员、村
居网格员，形成基层法院、派出法庭、
法官工作室向基层延伸司法服务保障
职能的组织体系，实现问题联治、风险
联控、平安联创。
青岛市委出台《中共青岛市委、青

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青岛市委政
法委牵头市中院等十八家单位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非诉讼纠纷解
决机制的实施办法（试行）》。
青岛全市法院紧紧依靠党的领导，

将司法审判工作与综合治理工作融合，
基层法院入驻市区综治中心，派出法庭
与政法委员、社区（村庄）法官与专业
网格员结对，共同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化
解工作。积极帮助社区、村庄完善自治
章程、村规民约，开展“法律体检”，为
基层党政干部授课，帮助基层干部提高
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发挥人民法庭贴近基层、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的作用，把人民法庭纳入一站
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中，推进设立速裁、快审团队等做法，
推动特邀调解员全面入驻，加强与当地
政府、乡镇司法所、村（居）委会的联
系，坚持“治未病”与“治疾病”、法治宣
传和案结事了相结合，加快推进基层社
会治理现代化。
2019年，在青岛市“向市民报告、

听市民意见、请市民评议”活动联席会
议办公室对一万名市民代表进行的社
情民意问卷调查中，政法工作满意度达
到 98 . 6%的历史新高。努力将矛盾化
解在基层，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逐
步实现诉讼案件增幅下降、诉讼案件总
量下降，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和满
意度持续增强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

突出服务大局“特色化”
青岛法院和派出法庭分别聚焦市

域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
参与、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形成各
具特色、亮点纷呈的诉源治理格局。
平度市人民法院提出年诉讼率低

于 6‰、诉讼逐年下降、不发生刑事案
件等“无讼村庄（社区）”标准，已建立
“无讼村庄（社区）”工作室790个，授牌
“无讼村庄（社区）”459个，力争到
2021年底，“无讼村庄（社区）”工作室
覆盖率 70%以上，“无讼村庄（社区）”
覆盖率50%以上。
莱西市人民法院为乡村振兴量身

定制司法服务，在各镇街设立便民诉讼
联系点，开设涉农案件“绿色通道”，让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法律咨询、诉讼
立案、就地调解等司法服务。强化巡回
审判，为人民法庭配发便携式巡回审判
箱，选择典型案件巡回审判，打造“半

小时诉讼圈”。
即墨区人民法院深度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积极下沉司法服务，进一步延
伸法官进社区职能，创新“互联网+社
区”诉源治理模式，搭建法官“社区互
联网诉讼服务工作站”，融纠纷预防化
解、网上立案、网上庭审、法律服务、法
治宣传、协助审执功能于一体，实现司
法服务“零距离”，促进纠纷就地化解。
崂山区人民法院在全区 163个城

乡社区全部建立司法工作室，实行“一
人多岗、一岗多责”，了解社区群众诉求，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李沧区人民法院以
诉前调解为抓手，实行法官联系社区制
度，在辖区8个社区设立法官值班室，帮
助群众“隐患早知道、风险早预防”。
黄岛区人民法院完善“多条路径”

共治格局，在4处较大的派出法庭设立
工作站，将矛盾纠纷排查“阵地”前移，
协同调处矛盾纠纷。城阳区人民法院参
与开发建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
平台，做到横向连接区政法综治相关部
门，纵向联通各街道、社区，实现矛盾
纠纷收集上报、分析研判、办理反馈、
督察督办和远程视频调解等“一网
通”。市北区人民法院贯彻“一体化”协
同理念，与区司法局、街道、社区、公益
社团、行业协会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指导合作机制，凝聚多方工作合力，构
建矛盾纠纷“联防、联调、联动”格局。
市南区人民法院建立“门对门”联动制
度，建立政协、专家顾问团、法院共同
参与的“三位一体”矛盾纠纷调处机
制，开设“云课堂”，普及法律知识。

突出机制做法“平台化”
用平台思维做发展乘法，用生态思

维创发展环境。通过平台建设整合优质
资源，优化发展生态，实现价值倍增效
应。以平台思维创造诉源治理生态环
境，大力推进“四个平台”建设。
一是诉前多元解纷联动衔接平台。

搭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法学会、行
政机关、仲裁机构、公证机构、行业协
会、行业组织、商会等平台对接，加强
数据协同共享。二是类型化专业化调解
平台。根据纠纷类型和特点，按需建立
婚姻家庭、道路交通、物业纠纷、劳动
争议、医疗纠纷、银行保险、证券期货、
知识产权等专业化调解平台。三是诉调
一体化对接平台。建立诉前调解案件管

理系统，做到逐案登记、全程留痕、动
态管理。四是在线调解平台。做到调解
数据网上流转，为当事人提供在线咨
询、评估、调解、确认、分流、速裁快审
等一站式解纷服务。
各大平台汇聚提供司法产品、公共

服务和服务社会治理的各类资源、要
素，通过加大场景应用力度，放大资源
配置能力，引入多部门、邀请多主体，
采取多途径、运用多程序，为群众提供
多种类的纠纷解决方案。尊重各类群众
多层次司法需求，引导群众选择恰当方
式化解纠纷，深化内外联动，建立健全
诉源治理与诉讼服务协作机制，打造统
一性与差异性相结合的服务模式，以信
息资源的交融共享、借鉴融通，促进诉
源治理和诉讼服务水平整体提升。

诉调对接“广覆盖”“实质化”
市中院已经分别与市总工会、共青

团、妇联、民政局、司法局等 35家群团
组织和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多元解纷和
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市企业联合会、物
业协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预防中心、
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消费者权益保障委
员会等组织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通过与行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

团体、行业组织、协会商会等建立诉调
对接合作关系，贯通人民调解（含行业
调解、专业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全链条”解纷体系，以“无讼村庄（社
区）”建设、“法助农兴”乡村振兴司法
服务品牌和城区融入社会治理实践为
代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加之
法院内部的“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行
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执行和解中
心”，已经构建起“分层递进、繁简结
合、衔接配套”的诉源治理和多元解纷
体制机制。
黄岛区人民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

建立 10个速裁团队，速裁团队配备 1
名法官+1名助理+2名调解员+2名书
记员，建立起“调、裁一体”工作机制，
分流案件占比 40 . 2%，每件速裁案件
平均办结时间 11天。崂山区人民法院
在诉讼服务中心成立速裁团队、简案团
队、普案团队、繁案团队四个类型团
队，通过精准分流，将调解和诉讼导入
不同程序，为简案和繁案划分不同跑
道。市北区人民法院在法院内部成立专
门的调解中心，承担人民调解员的管理

工作并类案专办物业纠纷、特别程序案
件，分流案件占比20%。李沧区人民法
院在区公安分局事故科设立工作室，
1 . 6万件道交案件仅有 300件诉至法
院，成诉率不足2 . 5%。

突出在线集约“信息化”
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为枢纽，全部

解纷组织和人员入驻平台，实现人民法
院与调解组织“总对总”“点对点”线上
分流、调解、反馈、指导，与法院分调裁
审和办案系统互联互通，司法确认和立
案服务可实现静默管理和流程可视化。
今年 1月至 11月，全市法院通过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诉前分流调解案件
总数达到96160件，占全省的19%，调
解成功案件 6 9 8 4 0 件，占全省的
20 . 2%，达标音视频调解（线上调解）
案件 2833件，占全省的 24%，调解成
功率达到78 . 15%。
将信息化、智能化、立体化、集约

化作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发
展新动能，推动形成以电子诉讼服务为
核心，贯通大厅、热线、网络、移动端服
务，诉讼全程各项业务的“智慧诉讼服
务”新模式。深化系统集成和功能整
合，以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指导中心
信息平台为中心，聚集人民法院调解平
台、全国法院统一送达平台、人民法院
网上保全系统、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
台、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全国法院
视频监控系统、全国法院涉诉信访管理
系统、12368诉讼服务平台、中国移动
微法院、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诉前调解平
台、分调裁平台等系统平台，实现诉讼
服务大数据汇聚和大平台管理，全面提
升诉讼服务水平。
全面推开网上立案，今年受理网上

立案申请 31万件，20%的案件在 8小
时工作时间以外完成，实现了由原来大
厅排队立案向足不出户在线立案转变，
立案人员由原来的平均 8名缩减至 1
名。打通制约网上交退费障碍，当事人
可通过银行网银和微信、支付宝等方式
网上交退费。全面推开平台送达，平台
使用率达 331 . 80%（一案多次通过平
台送达），电子送达219053件（次），送
达用时由原来的 15天转变为一键送
达。全面推开网上鉴定，网上委托鉴定
总委托数7004件，结案数6047件，结
案率86%。

创新枫桥经验，深化诉源治理
青岛法院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多元解纷新机制

诉前委派调
解 一 起 标 的 额
8000万元的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调
解中心仅用时 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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