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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LIANG RIBAO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 12月 18日至 20日赴澳门，

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习近平将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谁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看文水县如何预防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 本报记者 冯海砚

图为文水县委政法委、县法院与县妇联联合签署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备忘

录。 冯海砚 摄

本报讯 （记者 付永文 高茜）“咱们小区之前在楼门口

安装的小门都坏了，又有住户把电动车推进楼道里。”“得赶紧

先修好。”“最重要的是得共同维护……”几把椅子、几杯清茶，

社区干部、居民代表、物业负责人、楼栋网格员围坐在一起，你

一言我一语，一场说事议事会便在离石区尉汾路社区北城王

府小区热烈展开了。

一年前，为防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单元楼，北城王府小区在

每个单元楼门前都安装了一扇小门。但近期部分小门出现不

同程度破损，影响到了居民出行。经过充分讨论，大家一致决

定由物业公司对破损小门进行紧急维修，社区组织专题宣传

活动，提高住户安全意识。

以“唠嗑”“聊天”的方式，让群众把意见、抱怨在会上摊开

来讲，大家共同研究商议，一起出主意、想办法、解决事。这样

的“说事议事”场面，现如今在离石区已屡见不鲜。

离石区是吕梁市府所在地，流动人口较多、群众诉求多

样、基层治理难度大。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离石区借鉴先进、

总结经验，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在全区 105个村和 85个

社区全面推行“说事议事”机制，相继明确了议事时间、原则、

范围等“十项内容”，健全了议题确定、会前小议、领导督办等

“八项机制”，规范了说、审、议、办、评“五项流程”，让群众的事

群众议、群众的事群众定、群众的事群众办。

“让群众有话能说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把问题解决好。”

尉汾路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娟峰说，大到兴办社区食堂、学生假

期托管，小到更换楼道灯泡、整治空中飞线，众多事关群众利

益的问题通过“说事议事”达成一致，小区乱停车、噪音大、卫

生差等 100多件“难缠事”迎刃而解，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楼

栋、大事不出小区”。

唠的是家常话，办的是身边事。眼下，离石区大大小小的

说事议事会，已从最初的小区秩序、邻里纠纷等琐碎议题，延伸

到资产管理、产业发展等“大事要事”。枣林乡任家山村“送水

入户润心田”、交通路社区“多方联动排隐患”、生态园社区“便

捷出行‘梦’成真”、吴城镇街上村“分房记”……这些在群众看

来应该是“干部的事”，逐渐变为他们想参与的“大伙的事”。

丽景街社区居民韩小强多次参加“说事议事”，从一开始

时的“不敢说”“旁边站”，到后来“主动说”“跟着干”。在他看

来，“说事议事”真正成了解决基层“疑难杂症”的一把“金钥

匙”。

一份数据显示：截至 10月底，离石区通过“说事议事”，累

计研究议题 4332个，已办结 350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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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臧媛慧 通讯员 白
利明） 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7 日是第 7 个

“宪法宣传周”。为进一步弘扬宪法精

神，维护宪法权威，市法学会紧紧围绕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推动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主题，在创新宣传宪法形式

上下功夫、在丰富普法载体上做文章，

探 索“ 民 族 化 、艺 术 化 、非 遗 化 、大 众

化”普法产品，集学习性、收藏性、创新

性、观赏性为一体的普法工作新路径，

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宪法宣传周”系列

活动，增强了宪法宣传的吸引力、感染

力和影响力。

市 法 学 会 联 合 市 图 书 馆 以 及 各 县

（市 、区）剪 纸 协 会 ，举 办 了 以“ 美 好 生

活，宪法相伴”为主题的宪法剪纸作品

展，将宪法宣传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吕

梁剪纸当中，让法律知识不再枯燥，使

普法从“灌溉式”迈向“交互式”，实现普

法供给与受众需求的“双向奔赴”。据

悉，此次剪纸展于 12 月 3 日至 7 日在市

图书馆二楼大厅展出，共展出剪纸作品

近百幅，皆出自剪纸爱好者和非遗传承

人之手。

由市法学会秘书长、首席法律咨询

专家委员会主任、南开大学中共延安五

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王 永 卫 主 编 的

《时代宪法》于 12 月 5 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 ，现 场 还 进 行 了 签 名 赠 书 活 动 。 该

书 通 过 讲 故 事 的 形 式 ，讲 述 了 宪 法 的

渊源和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制定宪

法的背景和目的意义，是一本“宪法科

普”简明读本，对于进一步传承宪法文

化、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

宪法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

的重要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

此外，市法学会还开展了宪法进校

园、进企业、进社区、进机关、进军营等

形 式 多 样 的 宪 法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积 极

营造全民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真

正让法治力量走到群众身边、走进学生

心里。

市法学会：宪法宣传有料又有趣

小雪时节，天气渐寒，但市区新安大道项目施工现场依然塔吊高耸，机器声隆

隆作响，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紧张施工的景象。图为工人在新安大道项目火车站

南段东半幅作业。 记者 郭炳中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近年来，市

供销合作社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创建

文明城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部

署，按照承担的工作职责，主动作为，谋

篇布局，全力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

设。

2022 年 8 月 3 日，我市举行生活垃

圾分类全民动员启动仪式后，市政府授

权市供销社对吕梁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行业实行特许经营。

市供销社在认真研究基础上，积极做好

我市城区可回收物回收规划布局，制定

《吕梁市供销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

可行性研究报告》。市供销社在我市城

区可回收物回收网络体系建设任务计划

分三期实施，先期投放 5个再生资源智

能回收屋和配套的可回收物智能管理系

统，打造示范小区，在此基础上，在居民

社区继续投放再生资源智能回收箱，规

范建设 80个回收站点，建立完善 1个功

能齐全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设 1个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

配备回收转运车辆，打造专业回收队伍，

实现全品类回收、闭环式运行，形成完备

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

为了提升群众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知

晓率和参与率，引导广大群众争做垃圾

分类文明风尚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市供

销社组织举行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运

营启动仪式，向市民演示再生资源智能

回收屋分类投放操作示范，发放垃圾分

类倡议书、宣传资料和纪念品。开展垃

圾分类“进社区、进校园”活动，今年 5
月，市供销社联合吕梁学院、市城市管理

局在吕梁学院举办“践行新时尚 分类志

愿行”主题宣传教育校园行系列活动，约

500人参加了活动。通过活动，高校学生

充分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提高了

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通过多

种方式宣传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知识，累

计受益群众和学生达到 2000多人次，使

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去年市供销社积极向市政府争取

资金建设 5个再生资源智能回收屋，打

造示范小区。通过前期谋划、市场调研

等工作，从源头分类做起，与各方协调

沟通，确定了市委家属院、泛华盛世小

区、吕梁学院等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场景

投放地点。2023 年底 5 台再生资源智

能回收屋加工完成后，先后投放安装到

位。经过几个月试运行，示范效应明

显。据后台统计，首批投放的 5台再生

资 源 智 能 回 收 屋 辐 射 服 务 居 民 1600
户 ，回 收 各 类 再 生 资 源 共 计 7250 公

斤。运行过程中，居民积极行动，踊跃

参与，垃圾分类意识明显提升，小区环

境明显改善，受到社区居民、学生、小区

物业、学校领导等多方好评。

市供销合作社

全力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

九旬老人无人赡养，一纸将七个子

女起诉至法院，要求照顾其生活起居及

因治病产生的各种费用；面对冷暴力、丈

夫赌博及家暴，女子鼓起勇气走进法院

要求与丈夫离婚，经过调解，丈夫同意离

婚，但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却不让步；二

婚家庭，丈夫突发疾病，妻子要求法院判

决离婚。无论是从道义，还是法理来说，

法院难以准许离婚。

……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婚姻家庭

中的矛盾纠纷总是剪不断、理还乱，怎么

办？文水县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

解作为“平安文水”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

点，精准破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

难、发现难、联动难、调处难”等问题，实

现了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减量

化、摸底排查多元化、风险防控精准化、

联动调处高效化”。

成效怎么样？数字来说话。近三年

时间，文水县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共调解婚姻家庭纠纷 1479 件，其中

调解成功 1171件，调解成功率为 79%，文

水县人民法院家庭纠纷类案件调解撤诉

率达到 70.34%。文水县委副书记武冬祯

直言不讳，“预防、排查、调解”是关键，这

也是文水县做实预防化解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的核心。

怎么预防：“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延伸服务”

阻止矛盾纠纷延伸、蔓延，靠的是

“预防”。而预防往往具有被动性，需要

一整套体系和服务做保障。

文水县成立了县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 任 组 长 ，公 安 、法 院 、司 法 、信 访 、民

政、妇联等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

员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联席

会议，全面深化县乡村“三级联动”工作

机制，形成了层层传导压力、上下协同

推进的工作体系。建成了“一站式”县

级矛盾调解中心，统筹整合基层法律服

务、法律援助、社会志愿群体等资源力

量，实现了“前端”受理、“中端”分流、

“后端”调处的科学布局。县乡村三级

“ 纵 向 到 底 ”，县 直 责 任 部 门“ 横 向 到

边”，这一综合治理方式既“抓前端”，也

“治末病”，全力推动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科学预防、妥善化解。

目前，全县形成了以县“一站式”矛

盾调解中心为龙头，乡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为骨干，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

基础的三级调解网络，县婚调委专业调

解力量充实其中，实现了全县婚姻家庭

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全覆盖。文水县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赵志明表示，“只有实

现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全覆盖，才能做到

矛盾纠纷预防无缝隙、无死角”。

“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预防还得从

源头抓起”，文水县妇联主席朱琰卿如是

说。而这一源头就是做好“延伸服务”，

作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牵头单位，文

水县妇联通过线上常态化推送一些法律

法规知识，线下组织《民法典》《婚姻法》

公益讲座和开展法律工作者和妇女工作

者座谈交流，潜移默化地预防化解矛盾

纠纷。文水县人民法院成立“法院妈妈”

团队，将因婚姻家事案件导致陷入困境

的儿童列入全县“爱心妈妈”结对对象，

主动预防婚姻家庭矛盾引发“后遗症”。

县委政法委、县法院与县妇联联合签署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备忘录，协同做

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家庭教育指导、纠

纷判后回访等工作，推动“第一道防线”

和“最后一道防线”有效衔接，形成预防

婚姻矛盾纠纷有效机制。

怎么排查：“网格队伍+联动机
制+渠道畅通”

从预防到排查，是“被动应对”到“主

动防范”的机械过程。

文水县把全县 2143名妇联执委纳入

矛盾纠纷排查网格，并建立“1 名妇联执

委+1 名网格员+1 名村社干部+N 名巾帼

志愿者”的家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

格”队伍，发挥“网格”队伍“人熟、地熟、

情况熟”的优势，要求他们及时掌握矛盾

风险隐患，做到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

就有基层力量密切关注、深入排查。充

分调动各单位妇联工作者等力量，延伸

信息收集触角，在法院立案、公安接警、

民政窗口以及学校家访中发现的涉及

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信息要求及时上报，

并由县妇联牵头做好信息研判和派单跟

踪工作。用好村（社区）社会工作者和网

格员，变“群众来访”为“网格员探访”，并

按照“五色”分级预警处置要求进行分级

评估。

对这一批排查队伍来说，走村串巷、

登门入户，早已熟门熟路，排查起来相对

容易，最为复杂的是怎么评估矛盾纠纷，

评估后又怎么去化解。

这一点，文水县做了统一定性。对

评估为“绿色”的家庭矛盾纠纷，村级矛

盾纠纷调解中心组织村“两委”干部、网

格员、妇联主任、调解员调处化解，做到

矛盾纠纷发现在网格，化解在网格，实现

“小事不出村（社区）”；对评估为“蓝色”

的家庭矛盾纠纷，乡镇综治中心会协调

专职调解员、司法助理员、派出所民警、

基层法庭法官专项研判解决，实现“大事

不出乡镇”；对评估为“黄色”以上的家庭

矛盾纠纷，县级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实时

响应，组织家事纠纷调处团队及时介入

处置，确保“复杂矛盾不上交”。

文水县妇联积极组织妇联干部以及

巾帼网格员深入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

高风险家庭专项排查工作，对单亲、家

暴、婚姻关系变化等家庭情况进行重点

排查，力争做到矛盾纠纷情况明、底数

清。在排查工作中，她们第一时间了解

家庭情况，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形成风

险联查、问题联治、工作联动的工作合

力。

“排查渠道要畅通，信访渠道必须畅

通。”朱琰卿督促工作人员在接待来电来

访过程中要认真做好记录，妥善解决一

些事关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诉求。文水县

妇联坚持做到“开门接访”，通过上门回

访、电话回访等方式，确保全程跟踪服

务，确保排查无漏洞、无盲区。

怎么调解：“专业队伍+专职调
解+多元调解”

通过调解能否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在于机制，在于方式方法，更在于人。

文 水 县 有 一 整 套 科 学 完 善 的 婚 姻

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不仅包括

对 专 职 调 解 员 的 选 拔 任 用 ，也 囊 括 诉

前、诉中调解和诉后回访中的一些详细

规定，更涵盖在统筹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中形成的一系列联动会商

机制。目前，全县 158 个村（社区）全部

建立了“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每

个村（社区）聘用 1-2 人专职调解员，并

邀 请 德 高 望 重 的 乡 贤 人 士 参 与 村（社

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组建

了以法官、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为主体

的婚姻家事矛盾纠纷调处专业团队，对

起诉到法院的婚姻家事类纠纷案件，经

当 事 人 同 意 后 均 进 行 诉 前 委 派 调 解 。

同时不断完善调解机制，建立心理辅导

室，对矛盾对立较重、情绪比较激动或

涉及抚养权归属问题的案件等，由心理

咨询师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帮助，及时化

解心结、缓解矛盾。

文 水 县 人 民 法 院 将 调 解 贯 穿 于 家

庭婚姻案件诉前、立案、庭前、开庭及送

达等各个阶段。王娟文和梁丽丽作为

法院家庭婚姻矛盾纠纷案件的专职调

解员，她们更多的感受是婚姻家庭纠纷

复杂多变，无论是哪个阶段的调解，如

果能够及时有效、合情合理地化解，不

仅能够解决法律层面的问题，更能引导

当事人理性搁置争议，促进矛盾纠纷化

解。

站在家事审判工作前沿的文水县人

民法院最有话语权，该院示范引领，2023
年组建婚姻家事审判团队，打造出了一

条“预防为主、调解优先、法治断后、力促

和谐”的家事审判新路，并创新引入家事

调查员、家事调解员、家事审判员、心理

疏导员，协同开展家事审判工作，通过

“五色”分级预警让家事矛盾纠纷类型识

别精确、响应及时，实现了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精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多元化的

预防处置。文水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刘雅婷的解释是，这一机制能够真正实

现源头管控家事纠纷，实现家事案件审

判与诉源治理的深度融合，有效预防婚

姻家庭矛盾纠纷升级，有效防止“民转

刑、刑转命”的发生。

记者试图从案卷中翻阅一些典型的

调解案例，但是寥寥几段文字难以表达

王娟文、梁丽丽在调解工作中曾经承受

过的辛酸、委屈和无奈，更难以展现文水

县部门联动、层层推进的调解秘籍神奇

在哪里。

当前，文水县正积极探索建立“家事

调解员+心理咨询师+家事调查+法官指

导”新模式，这一模式让王娟文、梁丽丽

等专兼职调解员深感欣慰，欣慰于通过

这样的调解模式，可以全面准确梳理家

事矛盾纠纷，使其从初始阶段就能被识

别到位、施策到位，处置到位，更欣慰于

这一模式可以适时应对家庭矛盾纠纷研

判不及时、分析不精准等问题，从而有效

降低因家庭纠纷导致“民转刑”案件发生

几率。

“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关乎家庭

幸福、社会安定和地方形象，各级各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婚姻家庭纠

纷预防化解工作作为平安建设的重要

内容，作为基层治理的有效抓手和命案

防控的基础工程，早预测、早发现、早分

析、早化解，有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11月 28日，全市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

工 作 推 进 会 在 文 水 县 召 开 ，市 委 副 书

记、政法委书记张利锋对工作的要求一

语中的。

谁还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文水县

基层干部认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

化解工作确实难，但能破能立，更能大破

大立。文水县将继续深入贯彻省、市婚

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处置工

作方案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安排部署，用

好用活“四注重、四坚持”工作方法，抓好

抓实“五色”分级预警处置工作机制，持

续做好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积

极在解决婚姻纠纷、促进家庭和谐、维护

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作用，为平安吕梁建

设贡献文水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