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社区调解矛盾纠纷的简报(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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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调解矛盾纠纷的简报篇一

本月三日上午，靖江市供销合作总社于四楼会议室，专门召
开了“全系统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调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市总社*、主任卢杰及刘锐理、王*同、朱凤祥等领导班
子成员，金卫新、印明荣、羊铭、于洪等有关科室人员一并出
*了会议。会议就今年11月全系统排查出的重点矛盾纠纷
及*稳定工作动态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下一步化解矛盾，处
理积案，确保元旦、春节稳定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

会议在听取了市总社*接待室工作汇报后，对全系统排查出的
矛盾纠纷进行了归纳整理，认为当前的矛盾纠纷主要有四个
方面：一是国润百货有限公司原职工关于延长清算时点的诉
求问题;二是原越江供销社六十年代下放人员生活补助金及部
分老职工遗补要求按标准发放问题;三是马桥供销社现有职工
年终工资发放问题;四是全系统社员股金兑付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元旦、春节将至，全系统必须结合“干部大
下访”活动，对排查出的问题认真抓好落实处理，重点做好
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积极处理问题。对已排查出的矛盾纠
纷，市总社*班子成员必须明确分工，逐个包案，逐个落实处
理，力争在本月底前处理完结;二是要“沉下去”做工作，对
排查出的问题本着“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包案人该深入企业的要深入企业，掌握一线调处进
度。该上门的要上门，尽可能与诉求者面对面交流沟通，用
真情感化他们，确保在缓解矛盾中求得问题的解决;三是要抓



住重点问题做工作。全系统调处矛盾纠纷的重点应放在年终
社员股金的退股、“国润百货”老职工*预警及五、六十年代
企业下放人员生活补助和部分老职工遗补标准的执行兑付上。
对社员股金的退付要按规定、按程序办事，必须强化监督管
理，确保专款专用。对“国润百货”职工*问题相关人员要高
度重视，尽管目前正在通过法律*，但因时至年终岁底，职工
集访、越访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必须落实专人进行必要的监
管，一旦发现“苗头”，及时向上级*及有关部门预警。对五、
六十年代下放人员的生活补助和职工遗补，必须坚持政策，
党委办要主动找相关企业讲清政策，帮助这部分弱势群体*。

会议最后要求，全系统上下必须齐心协力，为广大职工群众
多做有益的事，深入一线处理问题，为过个稳定、祥和的元
旦、春节而努力。

记录整理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社区调解矛盾纠纷的简报篇二

一年以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委政法委的大力指导下，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支持配合下，市委政法委按照省、市政
法工作会议要求，结合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以
推进“和谐 ”建设为主题，以实施“社会安全工程”为载体，
以提高执法能力为核心，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为重点，坚
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圆满完成了全
年的各项工作任务，为维护全市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促
进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共受理治安案件416起，与去年同比下降，查处各类违法人
员621人。检察机关1-10月底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案件95
件119人，经审查依法批准逮捕91件112人；追捕漏犯1人；立
案监督案件13件13人；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126



件158人，经审查提起公诉118件149人，移送市检察院起诉6
件7人，积存2件2人，追诉漏犯3人。

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398件，审执结2054件，审执结率达，
判决292件，当庭宣判270件，当庭宣判率达。其中受理刑事
案件132件，审结117件；受理民事案件2072件，审结1440件；
调解结案1245件，调解率，受理行政诉讼案件18件，审结18
件；审查行政非诉案件115件，裁定准予执行103件；受理执
行案件648件，执结475件，执行总标的额达2054万元；受理
审判监督案件6件，审结4件，结案率，审查申诉申请再审案
件18件，结案16件。

二、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现场会为契机，全力
推进综治工作上台阶 （一）创新综治工作机制。为推进全市
综治的基层基础工作，市综治委下发了《社会治安基层基础
试点工作的通知》，市委先后多次召开常委会和党政联席会，
专题讨论综治基层基础工作，培树了韩麻营、中关等镇综治
办、司法所，韩麻营法庭、派出所等一批工作典型，积极探
索了一些新方法、新途径，构建了“三个”长效工作机制。

建立综治办牵头的协调联动机制。市综治办组织协调公、检、
法、司，市直有关部门；乡镇综治办组织协调基层派出所、
法庭、司法所、村、组等综治成员单位。

市、乡镇、村、组四级都设置综治信息联络员，负责各类矛
盾纠纷排查、信息反馈、汇总分析、分类排队，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区别情况，归口办理，督查落实。建
立派出所牵头的治安防控机制。

在派出所设立治安防控指挥中心，由乡镇政法书记、派出所
所长分任主任、副主任。指挥中心根据案件属性进行分类，
治安案件由指挥中心责成派出所出动警力处理；民事纠纷责
成司法所进行调处或到法庭解决。



各村设立警务室，警务人员定期进村开展工作，并成立治安
协会，每月对本村治安状况进行分析，帮教人员、监管人员
密切关注重点人员的日常表现，随时做好帮教、监控工作，
协助查处辖区内发生的治安案件。建立司法所牵头的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机制。

市成立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协调全市人民
调解工作的开展，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适时整合调解
资源，解决一些涉及跨区域的矛盾纠纷；乡镇健全人民调解
组织，设立人民调解庭，在乡镇党委、政府领导下，司法所
牵头，信访、计生、土地等相关部门参与，在人民法庭指导
下，依法调处矛盾纠纷，化解不安定因素。并在人民法庭、
基层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室”，由司法所派员调解，对法
律拾遗补缺。

出台《关于加强村级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推动了村级人
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全市362个行政村全部健全调委会，设立
人民调解室，调解成员1500人，由司法局统一任命，发放人
民调解员任命书。形成了遍布城乡，多层次、宽领域、系统
化的人民调解机制。

社区调解矛盾纠纷的简报篇三

简述：

静安寺商务区写字楼集中，形成以“楼宇经济”为特色的商
务区域，吸引诸多优秀企业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入驻办公，针
对该特点，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司法调解工作，因地制宜，借
鉴以往社区调解经验，开始从传统的家庭纠纷、相邻矛盾，
向商业商务领域过渡；从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纠纷转向公民与
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的纠纷，以此进一步展开法律宣传，
纠纷化解，维护楼宇的稳定运作，通过配有律师、专家的调
解委员会机制，提高写字楼的声誉和品质！



工作启动思路：

1、建立信息登记制度（制作入驻单位名册），每位单位确认
一位信息员（行政负责人或法务主管）。召开动员会，宣传
调委会的宗旨、作用及工作方式，结合企业实际关心的案例，
进行讲解，调动入驻单位的积极性。

2、根据动员情况，制作调研表，让入驻单位填写具体纠纷情
况，并表明参与调委会成员意愿。同时对入驻单位保持关注
和沟通，相互熟悉。

3、对调研表进行综合分析，确认调委会成员（在静安寺街道
调委会指导下，以楼宇物业公司为*台、组建楼宇调解委员
会）。

4、定期召开人民调解员列席会议，进行信息互动和反馈，每
期确定一个专项法律讲座，反馈的同时，开展法律宣传提高
单位的法律意识。

具体工作：

1、目标：

发现、控制、疏导、化解各类商务矛盾、法律矛盾，楼宇纠
纷增多，影响楼宇的声誉，调委会力求解决此类矛盾，并以
调处为主要手段，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兵法谋功篇），通过律师委员介绍诉讼的优势及劣势，
让大家培养事前防范意识，并优先调解，控制企业损失，维
护楼宇声誉及品质。

2、原则：

保护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尊重当事人诉讼（调解会遵守合
法、自愿的原则，调委会重在疏导矛盾，并非限制和压制企



业诉讼，且在遇到有必要的诉讼时，通过律师委员，提供专
业建议，引导企业合法解决问题）

3、日常工作：

（2）通过信息登记表，每月邮件发送案例解说

针对企业特定纠纷，进行专项法律宣传和定期的法律法规通
俗解答。

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宪法宣传日等节假日，开展法律讲
座

(4)借助街道调委会的律师*台，开展楼宇专家会诊，法律咨
询。

社区调解矛盾纠纷的简报篇四

半年来，我办以创建*安为主线，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
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打好“三大战役”进一步
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有效整合三大调解资源，实现
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种调解方式的有机结合，
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半年来，共排查矛盾纠纷16件，调
处16件，成功15件，成功率达。

发展是硬道理，综治是硬措施，稳定是硬任务,,领导重视是
关健。一是狠抓责任落实。坚持办、村、组三级矛盾纠纷排
查制度。办事处每个月排查一次，村及单位每星期排查一次，
在排查工作中，办调委会采取领导分工负责制，组织调解人
员逐村、逐组进行地毯式排查，同时抽调得力人员对重点村、
重点场所开展重点排查，对排查出来的各类矛盾纠纷隐患，
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办、村、组三级，层层签订责任制，
对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形成了“层层有事管，事事有人管”
的综治工作格局。二是坚持领导亲自抓。领导亲自参与、亲



自抓是工作上台阶的关键。按照“一个矛盾、一个领导、一
套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要求，落实矛
盾纠纷调处责任制度，强化调处责任落实，实行“谁家孩子
谁家抱”。把矛盾解决在办、村一级，解决在萌芽状态。

矛盾纠纷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调处和化解，及时、妥善地
排查和处理矛盾纠纷，是保持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半年
来，我办按照市委提出“矛盾纠纷调解年”的工作要求，在
调处和化解上狠下功夫，确保社会稳定。一是快介入，快控
制。二是结合办情，依法调处。三是制度健全，责任到位。
对维护社会稳定，我办严格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将*工
作纳入年终考核内容，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之一,将化解矛盾
工作摆在第一位。

社区调解矛盾纠纷的简报篇五

李爱社，今年46岁，自19xx年从部队转业至今一直在西宁市
司法局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工作，十五年来，他与人民调解工
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其火热的心，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
社会使命感，尽心尽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为农民工追
讨血汗钱，宣讲法律知识，人民调解知识，培养基层人民调
解员，参与群体性*案件和重大疑难矛盾的调处工作，为西宁
市的社会稳定和构进和谐西宁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部队转业到西宁市司法局从事社会矛盾调处工作，李爱社
同志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从未系统学习过法律知
识的他深感工作起来十分吃力，李爱社同志清醒地意识到：
要想干好这份工作，成为一名合格的基层人民调节员，就必
须用法律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明确了思路后，李爱社同志
开始边学边干，但当面对一些较复杂的纠纷和案子时，他还
是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为此，李爱社同志于19xx年参加了法
律专业*自学考试，经过长达12年的不懈努力和拼搏，终于获
得了法律专业本科文凭，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12年来，李
爱社同志为系统学习法律专业知识，人民调解知识经常起早



贪黑，点灯熬夜。准确地说，12年来，李爱社同志为系统学
习法律专业知识和人民调解知识，几乎放弃了节假日和日常
休息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自从李爱社同志开始自学法律
专业*自学考试以来，他由一名人民调解的门外汉逐渐成为这
方面的行家里手，成为人民调解战线上一名精通人民调解知
识和法律知识的人民调解员。

从19xx年至今，边学边干的李爱社同志时常深入街道、社区、
乡镇、厂矿企业和农村进行人民调知识和法律知识宣讲活动，
期间，共深入基层进行法律知识宣讲活动达100余场次。所宣
讲内容包括宪法、行政法、婚姻法、继承法、土地法、土地
承包法等民事、刑事法律知识。人民调解案例等调解知识由
于李爱社同志在法律宣讲活动中能结合群众的身边事，调解
的案例，讲解生动而深入浅出，其在基层所进行的法律知识
人民调解知识宣讲活动深受群众的欢迎，基层群众的法律知
识得到了普遍提高。

由于李爱社同志能够刻苦学习人民调解知识和法律专业知识，
西宁市司法局自1998年开通148法律服务热线至今，由他本人
接听热线、接待上门咨询的群众已多达1000余人（次），面
对打电话和上门咨询的群众，李爱社总能耐心解答他们的疑
惑，使他们满意而归。对有些必须上门进行调解纠纷，李爱
社同志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当事人面前为他们进行调解，
数年来，李爱社同志已记不清他为群众上门调解纠纷多少次
了。对李爱社同志来说，下基层进行人民调解知识和法律知
识宣讲、上门为群众做调解工作早已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与此同进，他还肩负着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进行业务培
训的职责，因此，每当社区农村等基层单位碰到一些难于调
解的疑难纠纷时，总会给李爱社同志打电话，希望他能出面
调解，每接到这种电话，李爱社同志总会放下手头的工作，
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事发现场。

xx年8月的一天下午，乐家湾镇司法助理员打电话说：该镇某
村上百名村民因承包纠纷正在围攻该村村办企业砖瓦厂和村



委会，随时可能了生群众械斗。接到电话后，李爱社同志立
即打的赶往事发现场。当时现场形势十分严峻，村民们用拖
拉机堵住道路，不允许任何车辆通行，许多村民还手持棍棒
铁锨，一场械斗一触即发。面对此情景，李爱社同志先是想
办法稳定村民们的情绪，在此过程中，李爱社同志一度被村
民们团团围住，村民们把不满的目光投向了他，但李爱社同
志没被这种场面吓住，依然苦口婆心地向村民们讲法律、讲
政策、讲利害关系。一个多小时后，村民们的情绪终于稳定
了下来，开始选举村民代表，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处理，在李
爱社同志的主持下，经过两天的调解，承包商向村民们补偿
了占地费用，一场尖锐的矛盾、一场可能发生的械斗被*息了。

20xx年2月25日20多民循化县*群众因与某公司在xx年发生经
济纠纷，集体到该公司的西宁市七一路办公楼要钱未果，26
号，强行进入某公司四间办公室，3月1日与公司职工发生冲
突并砸坏办公设施事态扩大，政法委领导高度重视，市司法
局的领导指派李爱社和政法委一名工作人员亲自到现场进行
了调解处理。经过三天的耐心疏导调解20多名群众于3月5日
下午自愿撤离其占的四间办公室，经济纠纷问题通过司法诉
讼程序解决。

在调解家庭纠纷上，李爱社同志一样是急群众之所急，尽最
大努力为有纠纷的家庭化解矛盾。xx年5月的一天，家住西宁
市城中区的王某因房屋继承权问题与其姐姐发生纠纷，姐弟
因此反目成仇，王某手持菜刀扬言要砍死自己的姐姐面对生
命受到危胁，王某的姐姐通过基层组织联系到李爱社同志。
获悉情况后，李爱社同志赶到现场，从法律、伦理等方面耐
心做王某的思想工作，终于使王某放下了手中的菜刀，表示
愿意与其姐姐协商解决房屋继承权的问题。后在李爱社同志
的耐心调解下，王某的姐姐付给了王某3万元现金，使一场可
能出人命的纠纷得以化解。各种群体性纠纷和家庭纠纷，李
爱社同志在工作中经常碰到，他都能以百倍的热情和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及时去化解双方或多方的矛盾。



李爱社同志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调解员，工作中不起眼。但
在农民工、开发商、建筑商、包工头这群人眼里，他可是个
响当当的人物，农民工爱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李不怕”，
因他敢跟拖欠他们工钱的大小老板斗法，不将所欠工
钱“斗”进农民工的腰包，绝不善罢甘休；老板们恨他，恨
他多管闲事，想报复他，却又十分怕他，因他是个软硬不吃的
“刺头儿”，又是个法律通，报复他很可能落个得不偿失的
下场。

xx年，西宁市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成立并被设在市司法局，重
点工作是解决*涉法问题，李爱社被特派至该中心，负责调解
处理农民工被恶意欠薪所引发的纠纷。局领导选李爱社去，
是因他在做人民调解工作上有一股子正气，更有一股子胆气，
更为重要的是，他从一名不懂法律的复转军人，经过多年勤
奋自学，成了一名法律通，加之他又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
工有天然的感情……因此，派他坐阵调处中心为农民工兄弟*，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xx年初，李爱社在为我*江路一工地的121名农民工追讨47．8
万元血汗钱的过程中。先后受到两次电话恐吓。 “再敢找我
要钱，就要你的命！”开发商负责人韩某警告他。“再找我
要钱，我找人打断你的腿！”建筑商负责人恐吓道。面对恐
吓，李爱社回敬对方说：“我就在市*大门口上班，你随时可
以派人来取我的命”、“……断我的腿。”最后，李爱社通
过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两种手段，终使121名农民工顺利拿到
了全部工钱。

20xx年春节前，省内某铝业公司恶意拖欠农民工7万多元工钱
不给，李爱社电话通知该公司负责人到调处中心接受调解。
对方说：“我正在市某领导办公室谈事，你再敢缠着我要钱，
我就让领导开了你。”李爱社当即打电话给某领导说了此事，
某领导让他严格按法律程序和政策办事。第二天，该公司负
责人早早将7万余元工钱一分不少交给了李爱社。“8年来，
为使*农民工顺利拿到工钱，李爱社年年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



恐吓威胁电话，但他好像已习惯了被威胁和恐吓……该吃吃，
该睡睡，像个没事人儿一样。”李爱社的一位同事说。作为
人民调解员，李爱社在调处农民工欠薪纠纷时，常常被夹在
矛盾双方中间，既要顾左，又要顾右，一不小心就会遭到围
攻或撕扯，被折腾得狼狈不堪。xx年，李爱社在调解城北区朝
阳一工地拖欠177名农民工87万元工钱的过程中，被保安
持*棍从老总办公室赶了出来。

20xx年7月，230余名农民工为讨要44万元工钱，将我市甘河
滩工业园某工厂办公区围堵了两天两夜，不许工厂工作人员
出入，接到调处通知后，李爱社和市劳动工作人员立即赶赴
现场进行调解处理。一开始，他们是两头都不讨好，厂方工
作人员对他们进行围攻和谩骂，农民工也对他们进行围攻和
谩骂，李爱社在心里一遍遍喊着“冷静！冷静！再冷静！”
一边苦口婆心向矛盾双方讲解有关法律知识，劝他们莫因一
时冲动触犯法律……经过一天一夜的耐心调解，厂方终于妥
协了，给农民工先支付了20余万元工钱，使事态得到了*息。
这期间，他们是没吃的也没喝的，还被矛盾双方骂得两头不
是人。

今年春节前夕的一天，承建我市东川工业园区一厂房工程的
包工头被一群农民工扭送到市*，原因是农民工的175万元工
钱被拖欠……李爱社在调解纠纷时，当事双方厮打起来，他
上前劝阻，羊毛衫和衬衣被情绪激动的农民工当胸撕开，纽
扣掉了一地……他袒胸露怀继续做调解工作。在他和市*局工
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四五天后，这批四川籍农民工拿到了
工钱，欢欢喜喜回家乡过年去了。

xx年7月，一名甘肃籍农民工在我省海晏县修铁路时受伤死亡，
施工单位与死者家属、工友迟迟达不成协议，闹得很僵。接
到调解通知后，李爱社赶赴工地，进行了连续4天的调解工作，
终使双方达成协议。李爱社在铁路沿线与农民工同吃同住4
天4夜后，与死者家属一起将死者送往西宁殡仪馆火化，并帮
死者家属购买了回程火车票。



在为农民工讨薪、维护农民工权益的8年时间里，李爱社去过
各种各样的工地，住过各种各样的工棚，吃过不同风味的工
地的大锅饭，受过各种各样的委屈……但纠纷几天不能解决，
他就要在工地上工作并吃住几天几夜。对他来讲，这一切早
已是家常便饭。8年来，他已记不清在多少个工地上与农民工
同吃同住了。其实，他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只
要他一走进工地，他就身不由己了。“我们的救星来了！”
被欠薪农民工活也不干了，整天围着他转，要求他尽快为他
们讨回工钱。他想走，没门。“你几时给我们把工钱要到手
了，我们就几时放你走，你的吃住我们全包啦。”农民工们
对救星采取的是“软禁”的办法，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工地上的饭再不合胃口，他也能凑合，让他不能凑合的是：
时不时就是一天一夜或几天几夜回不了家。他有他的家，有
自己的事，还有别的工作……为此，他曾经动摇过，有心换
个工作岗位，但只要一听说哪里又有农民工的工钱被拖欠了，
他又会将这种想法抛置脑后……他不忍看到农民工脸上的无
助和可怜，总希望看到他们拿到工钱后那一脸的开心和满足。

时光荏苒，一晃8年了，8年里，李爱社独立或与同事们一起
配合相关部门，共接待*农民工2万余人（次），为农民工讨
回血汗钱8000多万元。李爱社同志是个*凡的人其所从事的人
民调解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的利益，因为他长期
以来能心系群众关心农民工并以其火热的心强烈的社会工作
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奋斗在人民调解工作岗位上，为社会的
稳定和谐安宁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为人民群众所称道，在*凡
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凡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