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报告表 涉疫情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情况汇报(精选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
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报告表篇一

为了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维
护好社会稳定，xx市xx街道办事处在做好抗击疫情的同时，快
速出击，充分利用基层力量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开展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矛盾
升级，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筑牢矛盾纠纷源头防线。坚持矛盾纠纷排查到位、化解到位、
稳控到位、责任到位，要充分发挥好网格化服务管理的作用，
动员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楼门长、保安等群
防群治力量，将排查的重点放在涉及疫情的矛盾纠纷上，要
求各社区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
倾向性，特别是可能引发群体性的矛盾纠纷，在做好稳控工
作的同时，要第一时间向街道办事处报告，为领导决策处置
提供依据，切实将疫情防控期间的各类矛盾纠纷控制化解在
一线。

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区调解委员会充分发挥人民调
解“第一道防线”作用，各社区专职调解员通过开展细致的
群众工作，深入社区矛盾纠纷排查中去，广泛运用线上线下
渠道及时掌握疫情防控期间矛盾纠纷的整体情况，聚焦受疫
情影响严重、矛盾风险突出的地区、领域、人群，尤其是在
持续强化疫情防控措施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进行研判，分
析苗头倾向，预测发展趋势，提出对策建议。认真回复群众



对调解业务、疫情防控政策事项的咨询，及时处理情况紧急、
矛盾容易激化的纠纷。

加强法治宣传引领作用。通过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群
等网络平台，全方位开展疫情期间的宣传工作，向广大干部
群众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咨询和宣传，提高人民群
众遵纪守法的意识能力和判断力，及时化解群众对新冠肺炎
的恐惧心理，引导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科学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为疫情防控和矛盾纠纷化解提供针对性的法律
规范。同时及时推送政府发布的工作动态、疫情相关信息及
最新状态，让群众掌握相关防疫法律知识，在家就能接收到
正确、正面、合法的信息，尽可能减少群众对立情绪，防止
因防控疫情引发的矛盾纠纷，为疫情防控期间矛盾纠纷化解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通过近
期的摸排走访，xx街道及时把辖区内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确保疫情期间化解矛盾纠纷不打烊，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
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力量。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报告表篇二

1、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趋向多样化。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微侵权等向拆
迁安置、征地补偿、劳资纠纷、环境保护、交通事故、医患
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扩展，且比例明显扩大。

2、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趋向聚众化。不少基层社会
矛盾由过去的多为个人行为转变为现在的聚集行为，各类社
会矛盾纠纷涉及面更加宽泛、复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
企业改制等涉及群体性利益产生的纠纷，使各类利益“抱
团”群体不断增多，极易由一般性纠纷演变为群体性矛盾。
聚众反复信访乃至缠访、闹访、越级访现象不断增多。



3、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诱发原因趋向复杂化。各类社会矛盾
纠纷中，既有因执行政策不一致、工作措施不到位而引发，
如有些地方拆迁安置、征地补偿方面政策保障前后不一致、
区域不平衡，事业单位改革政策执行不一，企、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等；也有在政府投入环保等公共设
施建设带来的民意纷争而造成；还有因经济利益冲突所引发，
如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市场环境影响出现经营困难、资金
链断裂而导致拖欠职工工资、银行贷款、民间借贷，部分群
众因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经济损失而将矛头指向政府监管不力
等；更有大量因突发性事件而引发，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
赔偿、医疗事故纠纷和意外人身伤害等。4、基层社会矛盾纠
纷的发展过程趋向对抗化。一些群众处在矛盾纠纷中往往极
不理性，在涉拆涉迁、医疗事故等纠纷中脱离实际、盲目攀
比、误解强求，如达不到其诉求目标、满足不了其畸形利益
欲望，便对政府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和对抗行为。一些群众
由于贫富差距、观念冲突、社会公平等因素引起心理失衡，
产生仇富、仇官甚至仇恨整个社会的不良心理，遇到矛盾纠
纷时情绪容易失控，采取极端手段，使矛盾趋向激化。部分
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存在“大闹大解决”心理，认为只有闹
到省里、中央才有可能迫使基层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居心
不良者勾结境内外敌对势力或借助网络将社会上发生的各类
敏感事件和传闻迅速见诸网络媒体，或歪曲事情真相渲染炒
作，或传谣生事混淆视听，煽动不稳定情绪，制造不稳定事
件。

1、立足源头预防，实现社会管理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
坚持从治本的高度，着力构建源头治理体系，前移社会管理
关口，优化基层社会管理的宏观环境，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
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健全科学民主合法
的决策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减少和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
冲突的产生。

2、畅通诉求表达，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管制向民主协商转变。
坚持以保障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权为前提，建立利益表达和



协调机制，不断扩大群众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决策中
的参与度，在畅通民意渠道、完善基层民主和充分民主协商
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
权，按照民主程序维护权益，化解利益冲突。

3、强化矛盾排查，实现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
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主动、防止激化，通过建立
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社会矛盾排查机制和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把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最大限度
地降低维稳成本，实现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

4、规范矛盾调处，实现维护权益从依靠信访向依据法律转变。
切实树立法律权威，把解决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使法治
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长效化、制度化手段。对各类社
会矛盾纠纷，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通过法律程序、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环境。

5、着眼多元化解，实现矛盾化解从单一模式向综合联动转变。
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主，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
等手段为辅的“大调解”工作体系，通过创新设置调解组织、
完善联调联解机制和加强建设应急管理体制，综合运用法律、
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鼓励
民众合理选择矛盾纠纷解决途径，规范相关调解程序，实现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多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报告表篇三

为进一步做好辖区的安全稳定工作，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明珠社区多举措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现将化解
工作汇报如下：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社区利用led显示屏、微信平台、发放宣
传折页等宣传形式，努力营造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引导居



民群众通过合理合法渠道反映问题，解决问题。

二是定期排查矛盾。实行定期矛盾排查工作机制，社区经常
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大走访、大排查专项活动。组织网格长、
联户长、警务室民警，访惠聚工作队排查辖区内不和谐因素，
并将信息录入网格化精准服务管理平台进行上报，社区召开
研判会进行研判，制定专人负责处理。将矛盾纠纷化解和调
处落实在实处，使一批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
态。截止目前社区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起，化解成功**起，
化解成功率**。其中排查化解物业纠纷**起，经济纠纷x起，
邻里纠纷**起，环境卫生纠纷**起，截止目前我社区没有发
生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报告表篇四

为进一步做好辖区的安全稳定工作，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明珠社区多举措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现将化解
工作汇报如下：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社区利用led显示屏、微信平台、发放宣
传折页等宣传形式，努力营造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引导居
民群众通过合理合法渠道反映问题，解决问题。

二是定期排查矛盾。实行定期矛盾排查工作机制，社区经常
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大走访、大排查专项活动。组织网格长、
联户长、警务室民警，访惠聚工作队排查辖区内不和谐因素，
并将信息录入网格化精准服务管理平台进行上报，社区召开
研判会进行研判，制定专人负责处理。将矛盾纠纷化解和调
处落实在实处，使一批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
态。截止目前社区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xx起，化解成功xx起，
化解成功率xx。其中排查化解物业纠纷xx起，经济纠纷x起，
邻里纠纷xx起，环境卫生纠纷xx起，截止目前我社区没有发
生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报告表篇五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确保
辖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近日，砚峡乡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充分利用基层力量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开展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为疫情防控工作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
氛围。

一是筑牢矛盾纠纷源头防线。充分发挥网格化服务管理的作
用，动员基层网格员、人民调解员等群防群治力量，将排查
的重点放在涉及疫情的矛盾纠纷上，坚持矛盾纠纷排查到位、
化解到位、稳控到位、责任到位。

二是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
线”作用，深入一线，通过开展细致的群众工作，广泛运用
线上线下渠道及时掌握疫情防控期间矛盾纠纷的整体情况，
聚焦受疫情影响严重、矛盾风险突出的领域、人群，尤其对
在持续强化疫情防控措施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进行研判，
分析苗头倾向，预测发展趋势，提出对策建议，及时处理情
况紧急、矛盾容易激化的纠纷。

三是加强法治宣传引领作用。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抖
音等网络平台，全方位开展疫情期间的宣传工作，向广大人
民群众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人民群众遵
纪守法的意识能力和判断力，及时化解群众对新冠肺炎的恐
惧心理，引导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科学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为疫情防控和矛盾纠纷化解提供针对性的法律规范。
同时及时推送政府发布的工作动态、疫情相关信息及最新状
态，让群众掌握相关防疫法律知识，尽可能减少群众对立情
绪，防止因防控疫情引发的矛盾纠纷，为疫情防控期间矛盾
纠纷化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