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璜泾镇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积极整合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资源，做实做
细“动态排查、多元化解”，为辖区群众
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的解纷服
务。

矛盾解自萌芽时

璜泾镇立足矛盾纠纷“发现端”，
运用网格员常态化巡查基础，构建“快
速发现、精准反应、系统上报、现场调
解、实效解决”全链条，持续扩大矛盾
排查覆盖面，确保矛盾纠纷早发现、早
介入、早化解。

探索“矛盾纠纷网格化全响应”机
制，构建起以1个镇级矛调分中心为主
体、17个村（社区）矛调工作站为依托、
47个网格矛调工作点为基础、274名
微网格员为补充的四级“立体式”矛盾
纠纷发现网络，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
大排查、大起底，织密矛盾纠纷快速发
现、快速响应“一张网”。同时，持续深

化平安志愿者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全
镇4372名平安志愿者数量大、人头熟、
情况明等特点，运用评选等方式调动
其服务积极性，鼓励平安志愿者战斗
在矛盾纠纷发现“第一线”。璜泾镇还
扎实推动“三官一律”进网格，开展“扫
楼敲门”等矛盾纠纷排查行动，设立

“民情联系点”17个、公共法律顾问联
系点18个，方便为辖区群众“把脉问
诊”。

去年以来，璜泾镇共排查各类风
险隐患1700余起，主动发现矛盾纠纷
947起，其中938起在“微末”状态完成
调处，化解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15起，
矛盾纠纷解决率达99%。

纠纷化于合力处

璜泾镇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专
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律师等在矛
盾纠纷化解中的“主力军”作用，建立
矛盾纠纷多元协调体系，集合多方力
量合力推进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公正

解决。
打造1个镇级矛盾纠纷“密闭仓”，

建立健全以璜泾镇矛调分中心为主
导、多部门配合的“矛盾纠纷化解联席
会议制度”，定期召开研判会议，形成

“一方受理、多方参与、全程跟进、共同
解决”的矛盾纠纷协同处置模式。

筑牢 17 个基层矛盾纠纷“前置
仓”，健全完善“调解员常态化引进”机
制，持续配齐配强基层调解力量，注重
从退休政法干警、“五老”中选聘调解
员，将村（社区）矛调工作站变成群众
身边的“解压站”，着力将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

创新打造调解员培育“孵化仓”，
常态化推进人民调解员选用培育，创
新“璜泾镇人民调解员轮班培养”模
式，推动全镇76名专、兼职调解员在

“系统化、实战化”等方面融合发展，全
镇共建立品牌调解室４个。

维权止于起诉前

璜泾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据
全年各阶段矛盾纠纷特点，按照“快
速受理、快速介入、快速化解”的“三
快”原则，不断推动矛盾纠纷攻坚化
解。

开设“调处专窗”，针对重要时间
节点，建立“一窗受理、联合调处、快速
解决”的矛盾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将矛
盾转递至调解工作室和相对应的“快
处专班”，第一时间为群众排忧解难。

突出“源头治理”，针对性开展“送
法入企”“送法入村”“送法入学”“送法
入户”等法治宣传活动，提高活动频
次、加强普法实效，引导群众依法维
权。

打造“社会支点”，积极探索基层
治理新模式，构建“璜司晋企”公共法
律服务网络，以特色金融产业链为支
点、若干服务团为补充，擦亮“党建+金
融+法治”品牌名片，全面激活法律顾
问服务企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新局
面，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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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观察让老商圈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肖朋

联 动 快 讯璜泾解锁纠纷化解“平安密码”
□本报记者 陆媛

本报讯（记者 陆媛）在数字化
时代，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严重威胁
着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
稳定，对此，沙溪镇渠泾村网格员董
梁主动将反电信诈骗融入日常巡查
工作，用实际行动守护村民财产安
全。

前段时间，村民杨阿姨突然收
到一条短信，称她的银行卡在外地
被别人刷卡，由此产生两万元费用，
对方提供了电话号码，要求杨阿姨
抓紧与其联系进行核对。看到短信

后，杨阿姨第一时间想起了网格员
的反诈宣传，其中的一些诈骗手段
与她收到的信息十分相似。因此，
她没有盲目行动，而是选择了向银
行核实信息，一番确认后，果然证实
是电信诈骗。这一举动不仅让她避
免了经济损失，更让她深刻体会到
了反诈宣传的重要性。

“幸亏你昨天向我宣传了反电信
诈骗的知识，我差一点就上当了。”杨
阿姨的话语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让董
梁更加坚定了自己开展反电信诈骗

宣传的决心。他深知，只有让每一位
村民都充分认识到电信诈骗的危害
性，增强自我防范意识，才能真正构
建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在董梁看来，反电信诈骗不仅
仅是一项工作任务，更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电信诈骗的手段越来越
高明，一旦陷入骗局，可能损失惨
重。”他表示，将不遗余力地向村民
宣传反电信诈骗知识，引导大家擦
亮眼睛、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
袋子”。

近日，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第二批重点商标
保护名录》正式发布，标志着嘉昆太区域在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区域协同创新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太仓两批次共计59家
企业101个商标被收录。

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建设是贯彻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嘉定、昆山、太仓三地紧密合
作，围绕科创协同、产业联动、人才赋能等核心任务，
不断推动区域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此次
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的发布，是三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区域协同创
新的重要举措。

《第二批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共收录88家企业
的175件商标，涵盖汽车、智能制造、信息技术、节能
环保、新材料、食品、医疗器械、半导体、生物医药等
多个关键领域，不仅体现了嘉昆太区域在这些产业
上的深厚积淀和竞争优势，
也彰显了区域产业升级和
转型的坚定决心。重点商
标保护名录将加强对这些
领域商标的保护，进一步激
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产业
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为区域
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陆媛）近日，陆渡
街道恒通佳苑小区一位居民将写有

“为民服务暖人心，排忧解难似亲
人”的锦旗送到了网格员诸梦维的
手里，感谢她对家中老人的帮助和
照顾。

原来，这位居民独自在家的老
母亲常常情绪低落，对此，家属很是
担忧。诸梦维在一次入户走访得知
情况后，经常前去探望，陪着老人拉
拉家常，帮助老人疏解情绪，还忙前
忙后，帮忙解决家里的小问题，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家属表示，诸梦
维这种“急人所急，想人所想，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的助人为乐精神令

人十分感动。
作为网格员，诸梦维谨记基层

工作要坚定为民服务的理念，时刻
将居民的冷暖挂在心头。她关爱重
点人群，坚持入户走访收集社情民
意，无论去哪里，都随身携带着网格
日志，把居民的需求记录下来，确保
每一条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反馈。她
始终怀着一颗为民服务的热忱之
心，主动办理群众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润物细无声”地关怀着网
格内的每一户居民。

面对居民送来的锦旗，她说：
“我是网格员，尽心尽力为居民服务
是我的工作。锦旗是对我现阶段工

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以后工作的鞭
策，我会把居民的认可化为动力，继
续做好居民的服务工作，为守护社
区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网格虽小，却包罗万象，锦旗虽
轻，却情意浓浓。一面锦旗，一声感
谢，传递的不仅是社区居民的感激
之情，更是对社区网格工作的肯
定。小事连着大事，只有处理好群
众的小事，才能守护社区的和谐稳
定。在今后的工作中，陆渡街道网
格员将一如既往地开展好网格化为
民服务工作，用实际行动为居民办
实事、办好事，当好居民的“贴心
人”。

网格服务暖人心
居民致谢送锦旗

反诈知识“送到家”
守牢群众“钱袋子”

为贯彻落实上级审计机关“强研究、提质效”工作
要求，在审计监督过程中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推动
太仓民生事业更高质量发展，近日，审计监督服务民
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市审计局举行。

会议通报了2022～2024年太仓民生审计工作
情况。近年来，市审计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
绕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领
域，持续加强审计监督，推动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让现
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会议要求，站稳人民立场。时刻牢记审计机关首
先是政治机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回应好民
众的所思所盼。注重协同配合。审计工作的最终目
的是推动各部门各单位优化工作机制、预防各项风
险，审计机关和民生部门要加强贯通协同，深化审计
成果运用。加强研究赋能。面对民生领域的新形势
新要求，及时调查研究，了解最新政策等内容，更加科
学地开展审计，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汇总多部
门数据开展系统分析，提高
审计工作的精准性。

市审计局将继续厚植执
审为民情怀，进一步加强与
有关部门的联动协同，以真
抓实干展现审计担当，为太
仓民生事业发展作出更多贡
献。

审计监督服务民生事业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陆媛）近日，娄东街道华盛园社区
网格员顾鸣璋在日常巡查时，忽然被一个快递员拦
下。快递员告诉顾鸣璋，自己在送快递的时候，因客
户家门未锁，便入户放置，发现屋内仅有一老人躺在
床上大喘气，且无法进行沟通交流，看起来病得很厉
害，他立刻拨打了110和120，现在下楼想找人帮忙。

顾鸣璋随即与快递员一起来到老人家中，发现老
人呼吸急促，心跳较快。顾鸣璋判断可能是高烧引起
的，于是，迅速采取了一些简单的降温方法，并密切关
注老人的身体情况。同时，他还向网格分队长及社区
进行了汇报。数分钟后，急救车到场，医护人员对老
人进行初步检查后，准备送至医院治疗。由于老人住
所是无电梯的楼房，且楼道较为狭窄，担架下楼困难
不小。此时，顾鸣璋挺身而出，主动在医护人员的指
导下，与一名警务人员用担架将老人一步步抬下楼，
并安全送上急救车。随后，警务人员迅速联系老人家
属，告知相关情况，家属对快递员、网格员、医护人员
与警务人员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数日后，老人出院回家，网格分队长前往老人家
中探望，向家属仔细询问老人目前的状况，并叮嘱老
人注意身体。临走时，分队长还送上民情联系卡，告
诉老人及其家属，若再遇到困难，可联系网格员上门，
网格员一定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随着社会老龄化逐步加深，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对于年龄偏大、行动不便的老人，网格员们将通过入
户走访了解具体情况，按需开展服务，化身贴心“子
女”，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送上温暖，在他们需要关
爱的时候送上陪伴。

本报讯（记者 陆媛）为及时维护当
事人的胜诉权益，近日，市法院组织开展

“天网行动——骄阳季”集中执行行动，
对执行标的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20件涉
民生案件进行了集中执行。

2023年8月，朱某（化名，下同）入职
某糕点分公司，并与其负责人陈某通过
微信约定工作事宜。朱某在该公司工作
至当年11月，但公司仅为朱某发放工资
3000元。后朱某提起劳动仲裁，仲裁委
员会裁决该公司支付朱某 19430.11
元。因该公司拒不执行，朱某申请强制
执行。本次行动中，执行干警找到该公
司负责人陈某并拘传至法院，经法律释
明后，双方达成和解，该公司于当天支付
朱某15000元。

2023年3月，李某向同乡罗某借款
8900元用于父亲治病，借条到期后，却
玩起了失踪，切断了与罗某的所有联系
方式。罗某向市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
后，法院判决李某归还借款及诉讼相关
费用共计9556元。判决后，李某未履行
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罗某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多次联
系李某，李某均拒不接听，试图规避执
行。本次行动中，执行干警前往其住所，
成功找到李某并将其拘传至法院。经执
行干警释法说理，李某认识到自身的错
误，在亲属的帮助下，当场支付了9556
元。

本次集中执行行动共出警35人，出
动警车8辆，搜查1次，拘传5人，罚款1
人，执行到位金额36.72万元，执结案件
６件。 下一步，市法院将持续聚焦涉民
生及小标的案件，加大执行工作力度，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最大限度维护胜
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暖心接力
生病老人及时送医

市法院开展“天网行动——

骄阳季”集中执行行动

执行“小标的”
保障“大民生”

快乐暑假
法治一“夏”

暑假期间，双凤司法所
积极联合各村社区开展主题
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法活动，
让青少年度过一个有意义的
“法治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