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诉源治理“三措并举”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三新并进” 

 

一、背景缘由 

推进诉源治理，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是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新思想新理念的重要

举措，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部署，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

司法职能作用、主动参与社会治理、有效缓解办案压力的重

要方式。 

二、基本做法 

作为在全国率先探索诉调对接工作模式的先行者，上海

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高站位、高起点、高要求，推动

形成了以“网格化覆盖、多元化应对、规范化保障”为核心

的诉源治理新实践。 

（一）密织矛盾筛查一张网，践行市域社会治理新理念 

1、推进调解网络建设全覆盖。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市

域治理新格局和诉源治理新机制，将法院工作融入全区

“1+2+3+X”的大调解体系中，不断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行业调解等社会解纷力量的对接，推动调解网络全覆

盖，形成纠纷预防和化解合力。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长

宁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共化解矛盾纠纷 47503件，有效缓解了

社会矛盾。 

2、推进基层工作站点全覆盖。下沉司法资源，延伸服

务端口，在辖区内挂牌设立 11个社区法官工作室，实现街、

镇、园区全覆盖，定时、定点、定员为居民提供多样化司法

服务，切实发挥指导人民调解、综合治理、民意沟通、司法

调解、法治宣传、类案研判等职能作用，第一时间、第一地

点找到风险、介入纠纷，将矛盾消解于未成，化解在前端。

自设立以来，社区法官工作室已提供各类司法服务超 340次。 



3、推进线上线下宣传全覆盖。借力广播、电视、报纸

以及微信、微博等媒介，通过“法眼看天下”“法官说案”

等宣传栏目，加大线上普法宣传。加强与各街道、居民社区、

社会团体的合作交流，定期组织普法教育讲座、法治夏令营、

巡回调解、巡回审判、旁听庭审等法治宣传活动，创新宣传

形式，与区工商联等单位联合开展“党建+法治”企业普法

宣传，不断加大线下普法力度，送法进社区、进园区、进校

园。 

（二）绘好多元解纷一张图，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新局面 

1、一站式化解民生纠纷。主动加强与区司法局、工商

局、旅游局、消保委、医调委等单位的合作联动，先后设立

“交通事故调解室”“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室”“物业纠纷

调解室”“消费纠纷联合调解工作室”“医疗纠纷调解室”等

十多个联合调解工作室，在消费纠纷调解室的基础上，又设

立消费纠纷“巡回立案点”、“巡回法庭”，为纠纷双方提供

包含协助诉前调解、现场受理立案、就地开庭调解等工作内

容的“一站式”服务。 

2、专业性处置类型纠纷。先后与市保险同业公会、银

行业纠纷调解中心、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区工商联等多

家单位开展合作，精准对接各类专业性解纷需求。2019 年，

长宁法院委托区工商联调解企业间商事纠纷 28 件，委托银

调中心、金调中心参与调解银行业、金融业纠纷 23 件。推

进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合作，创新探索在家事纠纷诉前调

解初期委托公证机构开展全案事实证据核查，充分发挥专业

机构优势，提升解纷质效。2019年，委托长宁公证处开展家

事纠纷全案调查 103 件、参与诉前调解案件 25件。 

3、联动化应对重大风险。与相关区职能部门联合搭建

专人负责、定期沟通、信息共享、双向协调的联络对接机制，

强化对各类重大社会舆情、矛盾风险点的监测研判。在院内，

充分发挥诉调对接中心联络平台作用，建立多部门联动会商



机制，提前介入、联合化解矛盾纠纷。2019 年，依靠各方协

作配合，长宁法院成功调处涉及集体讨薪、预付卡消费维权、

教育培训纠纷等多类事由的群体性纠纷案件共 8起，涉及人

次 1960余人。 

（三）扎好规范建设一个笼，形成市域社会治理新势能 

1、构建专业化培训保障机制。依托大调解网络，成立

“长宁区调解员培训中心”，定期开展旁听庭审、模拟调解、

案件讨论、远程指导、视频观摩等多样化培训，2017 年至

2019年，开展各类讲座培训 18次，参训人员 1500余人。组

建“法官+法官助理+调解员+书记员”模式的调审团队，强

化专业指导。2019 年，长宁法院诉调对接中心调解员平均每

人每月调解个案数达 24.45件，同比增长 26.10%；调解民商

事案件的调撤率达 68.32%，调解案件当事人自动履行率达

78.38%。 

2、构建规范化诉调对接机制。构建完善规范化的诉前

调解、诉调衔接、纠纷过滤机制，鼓励引导纠纷以非诉讼方

式解决。制定诉前调解案件流程管理规定，明确诉调案件受

理范围、交接流程、调解时限等，确保有序流转。制定司法

确认程序操作流程规范、涉医患纠纷司法确认程序规范，指

定专门审判团队负责，并下街镇进行程序适用说明及指导。

2017至 2019年三年间,长宁法院共办理司法确认案件 53件。

2017 年 5月，制定《无争议事实记载、无异议调解方案认可

机制操作意见》及征询意见书等规范文件，完善调解不成案

件衔接机制，共开展 2366 件案件的庭前准备及无争议事实

记载工作。 

3、构建标准化平台升级机制。加强现代化信息平台建

设，打造功能齐全、便利智能的现代化诉调对接和诉讼服务

平台，进一步提升司法服务保障水平，自 2017 年 9 月起开

始探索启动在线调解工作，依托高院信息平台、移动微法院

平台，逐步推开网上立案、线上解纷、电子卷宗阅览、文书



自动生成等多项信息化工作，至 2019 年底，长宁法院共在

线调解矛盾纠纷 109 件。 

三、主要成效 

经多年实践，长宁法院建设诉源治理机制取得了良好成

效，推动实现了纠纷前端、源头化解，有效缓和了社会矛盾；

进一步拓展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和外延，及时回应

多样化纠纷解决需求；缓解了法院人案矛盾，提升了解纷质

效。2019年，长宁法院共受理案件 36762件，同比增长 8.51%，

收案增幅低于全市法院平均增幅。该院诉调对接中心收案

17223件，调解成功结案 8955 件，调解成功结案数与一审民

事案件结案数的比率居全市法院之首。 

四、推广价值 

长宁法院建立完善诉源治理机制，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

实践探索，充分体现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法治保障”的特点： 

一是党政领导，推进诉源治理全局化。诉源治理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发挥党政领导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核心优势，统筹形成参与诉源治理的合力。 

二是多方联动，推进诉源治理社会化。广泛发动各类调

解主体参与，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参与纠纷解决的积极性，形

成源头解纷的内生动力。 

三是司法能动，推进诉源治理法治化。正确认识法院的

职能定位，适度延伸司法职能，充分发挥法院参与、推动、

规范和保障作用，引导社会治理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