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山深处的重庆綦江区新盛镇石

桥村，75岁的袁后立一早就来到村便

民服务中心的一间挂着“分钟法律诊

室”牌子的办公室值班。

现在，退休教师袁后立的新身份

是“分钟法律诊室”的和议员，负责值

班“接诊”，第一时间化解矛盾纠纷。

綦江，曾经的矛盾纠纷高发区，在

村级单位设置“分钟法律诊室”，从和

议员开展一级和议，到村支两委启动

二级和议，再到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主

导三级和议，自下而上，层层过滤，将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一级和议：
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阵阵激烈的争吵声，打破了石桥

村的宁静。

“姓王的是故意烧死我的桂花树，

他还凶得很。”村民税正其怒气冲冲地

打电话给“分钟法律诊室”。

正在值班的袁后立不敢怠慢，立

即赶到事发现场。原来，王明备将院

坝内的干草烧掉沤肥，却不慎引燃了

邻居税正其家的桂花树。两人因此爆

发争吵，险些大打出手。

先安抚好双方情绪，再实地查看，

全面了解事件经过，对双方进行调解

……老袁是德高望重的退休教师，他

的话两人都信服。最终，王明备赔礼

道歉并赔偿损失，税正其也不再追究，

双方握手言和。

“‘分钟法律诊室’参考‘110’的接

警模式，由和议员轮流值班，接到村民

‘报警’后，和议员要在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开展一级和议，缩短群众诉求解

决的时间。”綦江区法学会秘书长邹健

说。

如今，村民们遇到矛盾纠纷就找

“分钟法律诊室”已成为常态。

去年7月，石壕镇万隆村村民王

文明到“分钟法律诊室”反映，一家企

业2017年安装排污管道时，占用其土

地约0.3亩，却未给予补偿。

和议员万学华立即展开调查核

实，并组织王文明和企业代表进行调

解，经过解释疏导，双方当场按照每年

每亩地 250 元的标准签订了补偿协

议。

“村里的矛盾纠纷看似不大，一旦

发酵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邹健说，一

级和议由和议员实施，他们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是一种以德治为支撑的化

解方式。

一级和议将大部分矛盾纠纷化解

在萌芽状态。2017年10月至今，綦江

区共建立“分钟法律诊室”93个，共有

和议员 2034 名，介入处置矛盾纠纷

8500余件，其中一级和议化解矛盾纠

纷占61.3%。

二级和议：
群众自治的重要平台

一级和议无法解决的矛盾纠纷，

则需要二级和议出马。

二级和议由村支两委组织实施，

由村干部、综治专干、和议员和当事人

参与，以群众自治的方式化解矛盾纠

纷。

去年初，石桥村计划修建一条村

级公路，解决群众出行难题，同时推动

村集体产业发展，但前期工作的推进

却面临重重困难。

修路资金需要50万元，除去从上

级争取到的40万元，仍有10万元缺

口，村里计划由村民们以投资投劳的

方式解决。

对此，公路沿线直接受益的村民

表示支持，但90多户村民因家离公路

较远而拒绝出资。修路事关重大，涉

及村民较多，和议员多次上门协调，始

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最终，事情被交到了二级和议。

村支两委组织村干部、老党员、村民代

表、和议员等召开座谈会，协商制定出

“直接受益者每户出资,沿途村民出地

不出资,边远村民自愿捐资”的筹资方

案，并在社员大会上顺利通过。

如今，这条关系到村民出行和产

业发展的公路已顺利贯通。

“村委会是基层自治组织,二级和

议在村支两委的主导下,引导群众参

与重要民生政策和重大项目建设讨论

实施,是群众通过自治化解矛盾纠纷

的重要平台。”綦江区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雷德环说。

三级和议：
法治手段化解矛盾纠纷

一级和议与二级和议未能化解的

矛盾纠纷，则由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主

导三级和议，通过法治手段予以化解。

去年，綦江区新盛镇至横山镇大

坪村的公路开工建设。“我的土地属于

房屋宅基地自然界和滞留地,应该比

耕地补偿金额要高。”石桥村村民李应

池拒不配合公路修建。

最初，和议员多次上门给李应池

做思想工作，后来村社干部、综治专干

等人到李应池家说理，均收效甚微。

在此基础上，新盛镇党委政府启

动三级和议。镇党委书记朱鸿带上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组织村社干

部、法律界人士、群众代表和李应池本

人召开院坝会，对现行国家政策法规

予以解释说明。

“李大姐，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现

在已经没有房屋宅基地自然界、滞留

地、耕地之分了,补偿要按照统一的标

准执行。”朱鸿说。

“修路是大好事，既然国家政策是

这样规定的，我一定支持。”李应池心

服口服，表态积极配合公路修建。

统计数据显示，綦江区“三级和

议”机制化解矛盾纠纷成功率达

100%，全区信访量大幅下降，2018年

全区信访5001 人次，比2017 年下降

44.3%。

“‘三级和议’机制既是化解矛盾

纠纷的有效举措,也是推动德治、自

治、法治‘三治融合’的有效载体，也是

党委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通道,

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綦江区委

书记袁勤华说。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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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和议”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重庆綦江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新华社记者 栗建昌 徐旭忠 赵宇飞

本报讯（记者 张斌）6月14日，市政府副秘书长

罗蔺来綦开展巡河工作。区长姜天波一同巡查。

綦江河流域总面积 7089 平方公里，是重庆市境

内仅次于嘉陵江、乌江的长江一级支流。罗蔺一行先

后巡查了綦江河北渡断面水质、綦江城区防洪情况以

及华强化肥厂磷石膏堆放场整治情况等，听取了我区

就水污染治理、防汛抗旱工作所作的汇报。

据了解，綦河干流共监测两个断面，分别为綦江

河石门坎断面和北渡断面。监测结果显示，我区地表

水水环境总体较好，两个断面水质均达到Ⅲ类标准。

防洪方面，綦江城区防洪压力主要来自于綦江河干支

流过境洪水。今年，根据上级气象水文分析结合綦江

河洪灾历史重现期，我区较往常（5月1日零时）提前

半个月进入汛期值班值守状态。与此同时，进一步完

善相关应急预案，加强雨情汛情监测，筑牢人防物防

技防阵地，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华强公

司磷石膏堆放场整治方面，我区在督促企业完成地下

水检测井修建和雨污分流治理的同时，积极帮助企业

拓宽外运渠道。在磷石膏转运消化完成前，为做好防

尘、防渗漏、雨污分流和废水达标排放，我区还制定了

磷石膏临时覆盖方案，聘请专业公司实施覆盖，现已

完成覆盖前平场工作，争取在 6 月底前完成覆盖工

作。

罗蔺指出，落实河长制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大举措，加强水环境治理是城市品质提升的应

有之义。他强调，要结合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总要求，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强化源

头管控、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努力实现“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这根弦，加强监测

预警、信息共享、联动调度，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

以赴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增

强群众水环境保护意识，营造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凝聚起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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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小汽车、一套露天电影放映

设备、一段夕阳余晖下山间小路，李

德明总是在下午6点半出发，赶赴一

场与村民们的“光影”之约。

近日晚上7点过，夜幕开始降临。借助着微弱的夜色和灯光，李德

明支起幕布、连接好音响和电影放映机，在8点整准时播放军事题材电

影《红海行动》。

李德明是石角镇的乡村电影放映员。这是他今年第三次来到干坝

村播放电影。干坝村黄桷岩（小地名）上，村民们早已摆好板凳围坐在

一起，一边唠家常，一边等着电影开始。

“德明，这次是放啥电影哦？我上次跟你说的《南征北战》找到了没

得？”62岁的村民孟国富说，他年轻时就爱看战争电影，年纪大了还想再

看一次。可由于许多老电影没了资源，李德明只好催催院线公司。

放映电影12年，李德明经历了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胶片放映机到

数码放映机，从普通电影放映再到加入知识宣传片的农村电影事业变

革。

“许多事情都变了，没变的可能只有放电影本身。”李德明感慨地

说，早些年放映电影时，许多村民打着手电筒，赶四五公里山路都要来

看。人多的时候，一两百人围坐在一起，看到动情处大家一起伤心一起

鼓掌，“那才叫有氛围，那才有成就感。”

渐渐地，李德明发现，他的电影放映设备越来越先进，可看的人却

越来越少了。

石角镇有34个村（居），属于綦江的人口大镇。近些年来，石角镇社

会经济不断发展，许多村民有钱后在城里买房定居，老家的房子平时都

是大门紧锁，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回来居住。

“人少的时候，只有10多个人看。”李德明说，福禄村本来有1000多

人口，随着村民或外出务工，或在城里置房，长期在家的村民只剩几十

人，愿意来看露天电影的更少了。

成就感逐渐变成了失落感，李德明心里郁闷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对

这种变化变得理解。

“以前，放一场电影往往需要骑摩托车往返两个多小时，返程没有

路灯，一片漆黑的山路不由得瘆人。”李德明说，有时突然下起暴雨，泥

巴路更是曲折难行。

现在石角镇的乡村公路实现了组组通，网络的普及也使村民的娱

乐生活丰富了起来，就连李德明也由骑摩托车变成了开小汽车去放电

影，。

“虽然看的人少了，但固定观众还在，他们就是我坚持的动力。”李

德明笑着说，他明显感受到，大家走出了贫穷，走向了富裕，这些变化使

他感到欣慰。

同时，总有那么一些人愿意看他的电影，还有不少年轻人主动要求

播放防范电信诈骗、森林防火等教育宣传片。放映电影由娱乐功能兼

具了教育功能，这让李德明由自称放“坝坝电影”的，变成了同时在坝坝

传播知识。

今年49岁的李德明，已经放映电影12年，走遍了石角镇每一个大

大小小的角落。“以前放映机的光影照亮了乡村，以后哪怕是万千光芒

中的一束，那也得继续存在。”李德明说，只要走得动，他就会一直坚持

放下去。

他用“光影”点亮乡村夜空
本报记者 吴长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