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姻家庭矛盾排查议事会 社区中心矛盾
纠纷排查会议记录(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婚姻家庭矛盾排查议事会篇一

会议地点：大会议室

会议主题：如何真正发动、调动每位在职参与社区活动的积
极性，在社区党建工作中发挥其作用。

参加人员：

会议内容：

在职党员自觉投身社区党建的意识不强。相当一批党员认为
只要做好单位工作就可以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舞台
只是在本单位党组织，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社区居民中的一
员与社区党建的相关性，没有认识到在社区党支部中同样需
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认识到身居社区参与社区
党建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因此，如何调动在职党员参与社区
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这次联
络站小组长与社区干部共同研究和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经
过讨论和酝酿，最终决定结合自身长实际，借鉴杭州市景芳
社区的工作模式，把“五个一”的活动载体深入到社区在职
党员群体中，从而形成新的工作局面。

1、“挂一牌”。社区党委根据x名在职党员的颁布情况在他



们居住的楼道口专门设置一个公示栏，与在册党员亮出姓名，
挂上红旗，广泛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荣
誉感。

2、“联一户”。社区党委结合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将社区范围
内家庭生活困难、年龄偏大或失业后无法正常收入、因残因
病致困的党员家庭与在职党员采取自愿结对、互帮扶助和党
组织帮扶的形式，让困难党员切身感受到党组的关怀！

婚姻家庭矛盾排查议事会篇二

地点：社区办公室

参加人员：

记录人：

内容：分析矛盾排查情况及现象

主持人：

齐xx：各小区主任经过前一段的排查，无重大的矛盾纠纷，但
是我们换要切合实际了解辖区内的实情，调解员一定要注意
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以避免发生矛盾纠纷。

陈xx：唐宫中路75号院的居民，素质比较高，防范意识也比较
强，没有什么异常现象，也没发生邻里不和睦现象。

婚姻家庭矛盾排查议事会篇三

时间：20xx年3月24日

地点：镇二楼会议室



参加人员：王xx、吕xx、孙xx、余xx、方xx、黄xx

讨论议题：各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分析

二、本月矛盾纠纷总体情况

全镇三月份共排查出矛盾纠纷21起，调处成功纠纷21起，村
级调解组织受理15起，调处成功15起，镇受理6起调解，调处
成功6起，均全部履行。其中，耕地、林地纠纷8起，婚姻家
庭、邻里纠纷各3起，合同、宅基地纠纷各2起，其它矛盾纠
纷3起。总体来看矛盾纠纷主要发生在土地承包、山林界址、
家庭婚姻、邻里、合同纠纷、房屋宅基地等领域。

三、排查出的重大复杂矛盾纠纷及其调处措施

三月份，全国“两会”召开，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采取
多项措施，坚决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两
会”期间社会稳定。

是涉稳事件和重点人员。

二是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经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涉稳事
件和人员由镇、村、派出所各派专人负责管控。

三是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一是矛盾排查调处
报告制度。每月召开综治信访工作例会个村矛盾纠纷排查工
作，并及时向市综治委上报全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
二是矛盾纠纷调处包案制度。对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纠纷，
落实领导包案制，集中时间人力，着手解决处理。三是信访
矛盾形势分析评估制度。坚持每月特别是在重大节日、重大
活动前对全区矛盾形势进行分析评估，对可能发生的群体上
访苗头提前介入，安排人力，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
态。



经排查，未发现重大复杂矛盾纠纷。

婚姻家庭矛盾排查议事会篇四

x年7月7日上午，xx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在县司
法局五楼会议室召开了xx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调会。
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泽琴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
司法局副局长陈赐群、王焕达，县司法局纪检组长龚明祥，
县司法局各股室长以及相关成员单位主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工作负责人。

x年6月，全县共调处各类民间纠纷216件，其中婚姻家庭纠
纷28件、邻里纠纷78件、房屋宅基地纠纷26件、合同纠纷2件、
生产经营纠纷5件、损害赔偿纠纷25件、山林土地纠纷27件、
政府拆迁纠纷6件、交通道路纠纷5件、其他纠纷13件等。调
解成功215件，其中疑难复杂纠纷4件，化解率成功99.5%。共
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78人次，预防纠纷33件。防止群体性上
访5件115人;防止群体性械斗1件30人。无民间纠纷引起自杀
案件，无民间纠纷转化形势案件。

本月排查出的各类民间纠纷，要求各相关责任人尽全力做好
调解工作、化解矛盾，并做到：

1、对排查出来的矛盾隐患要及时解决，不得拖延和推诿。

2、加强对重点上访户的稳控工作力度，要主动上门，交流思
想，交流感情，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情绪，有针对性的做
好化解工作。

3、做好每月的矛盾纠纷排调、特殊人群管控、法律服务和监
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抓好
落实。

最后，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泽琴同志对本月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工作给予了积极评价，并要求再接再厉，做好矛盾
纠纷排查和调处工作，努力把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及时解决，
确保社会稳定。

婚姻家庭矛盾排查议事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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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村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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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基层各村网格员、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等群防群治
力量，将排查的重点放在涉及疫情的矛盾纠纷上，要求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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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第一时间向镇政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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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调解委员会充分发挥人民调
解“第一道防线”作用，专职调解员们通过开展细致的群众
工作，深入村级矛盾纠纷排查中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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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
音等网络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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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