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枫桥经验”在临汾 
——居民区中的社区法治阵地 

 
静安区临汾路街道成立于 1988年，辖区内共有 20个居

委会，3 万多户家庭，居民共计 9 万余人，是典型的居住型

社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也日益增长，尤其是居民法治意识的觉醒，也对街道法治

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2020 年 1月，临汾路社区法治服务中心在历时一年多的

筹备建设后，正式投入试运营。在街道“五个中心”之外独

创性地建立第六中心，形成新时代独具特色的“枫桥经验”

和法治建设阵地，有效地提升了基层治理和矛盾化解能力。 

一、背景缘由 

为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提出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覆盖城乡、便捷高效、

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国务院及司法部先后制定出

台了《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等文件。 

二、基本做法 

法治中心整合司法所、人民调解、法律顾问、诉调对接、

社区法庭、心理咨询等各类法律服务资源，促进资源共建共

享，建立覆盖在党建引领下的“全业务，全流程”的一站式

社区法治服务体系，形成闭环式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一）信访接待 

街道信访办对辖区内所有的居民区，建立人员联系走访

制度，密切监控小区内的信访矛盾。对一些疑难复杂的矛盾，

信访办工作人员主动配合居委会做好接待化解工作，让小区

居民不出小区门，就地解决信访矛盾。 

（二）法律诊所 

街道聘请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开展专业法律服



务和法治建设项目，并在法治中心开设法律诊所，每天安排

一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律师“坐堂”，为群众提供更为精准的

法律服务。除每周五天的专家“门诊”外，还开通了法律服

务热线和微信公众号法律专栏，提供线上法律咨询和普法宣

教服务。 

（三）邻纷调解 

2004年，街道就与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蔡祥云合作设立

了“蔡祥云人民调解工作室”。2016 年，街道与静安区人民

法院合作，设立了静安区首家诉调对接分中心，使社区的人

民调解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力。由此形成了社区人民

调解、法律顾问专业调解、诉调对接中心司法调解互相衔接

相互融合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充分满足社

区居民群众和单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矛盾调解需求。截止

2020 年 6月 30日，共受理纠纷 75 件，服务近 150 人次。 

（四）心灵驿站 

法治中心常设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健康服务热线，为居民

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服务，并建立健康档案，持续跟踪

服务和回访，加强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建设，培育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的心态。通过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的方法，柔性化

解因心理失衡而产生的重大、疑难、复杂以及各类群体性矛

盾纠纷，往往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五）安置帮教 

针对社区内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群体开展安置帮教工

作，通过对其进行政策引导、生活扶助、教育培训，帮助特

殊群体顺利回归社会。法治中心内还设置了中途之家，为暂

时无处落脚的特殊人员提供临时居所，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

关心和温暖。 

（六）一门通释 

为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法治中心通过

设置“一门通释”服务点，将社区内的派出所、市场监督所、



城管中队等执法机关纳入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在依法行

政的同时为社区内的居民、单位和企业集中提供释法、普法

服务，引导社区居民群众尊法守法、企业依法经营。 

（七）社区法庭 

在静安区人民法院的支持和帮助下，社区司法阵地在诉

调对接分中心的基础上再次升级，设立了静安区首个社区法

庭，同时也是上海市为数不多的具有实际审判功能的社区法

庭，成为社区基层化解矛盾、平息纠纷最具司法权威的一个

平台。 

（八）党群同心 

街道将公共安全党支部设在法治中心内，成为党员干部

服务居民群众的一线窗口，也是党建引领法治建设的阵地。

社区居民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通过预约登记单进行自助点

单，在法律服务、信访代理、综合治理、安全生产、党群服

务等领域寻求党员干部的专项服务。服务室内还设有党刊杂

志、法律图书、政府公报等供居民阅览学习。 

三、主要成效 

法治中心的成立取得了以下良好的成效： 

（一）公共法律服务更加便民化 

法治中心改变了以往社区内法律资源比较分散的现状，

信访、人民调解、法律咨询在不同地方办公，给居民造成了

极大的不便。因此，中心整合了社区内所有的法治资源集中

运作，居民的法律需求都能在法治中心内得到一站式解决。 

（二）公共法律服务更加专业化 

法治中心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为居民提供专

业的公共法律服务，尤其在婚姻家庭、继承、合同纠纷等居

民咨询较多的领域由专业的律师、心理咨询师提供分析、疏

导等服务。截止 2020 年 6月 30日，法治中心共向居民提供

法律咨询服务 338 次，心理咨询服务 35次。 

（三）公共法律服务更加品质化 



法治中心内配备了一套取号系统和轮椅、打印、老花眼

镜、饮水等便民服务，同时为居民打造了舒适的等候区域。

除硬件设施以外，法治中心内不同版块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了

排班表，由律师、人民调解员、心理咨询师、城管和市监所

工作人员、党员等提供针对性服务，为居民提供更加有品质

的服务。 

四、推广价值 

临汾路街道社区法治服务中心成立后，通过矛盾纠纷预

防、排查发现和研判分析、多元化多层次化解体系，有效地

将社区矛盾纠纷防患于未然、消除在萌芽、吸附在基层、化

解于无形，真正做到“小事不出居委，大事不出街道，矛盾

就地化解”，为社区居民和基层法治建设提供专业的服务和

指导，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一）党建引领有保障 

党建引领是临汾路街道各项工作的中心，也是社会矛盾

纠纷化解体系的核心。法治中心的建设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

始终，尤其是贯穿于矛盾纠纷化解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为临

汾社区的矛盾化解和法治建设工作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二）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 

法治中心为一级网络，是法治建设和依法治理的“神经

中枢”。辖区内 20 个居民区为二级网络，是法治中心将工作

延伸到居民群众中的“神经突触”。目前，法律顾问和心理

咨询师进社区工作已卓有成效，通过两级网络的设置，实现

了公共法律服务的全面覆盖。 

（三）构建社区依法治理新阵地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依法治理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的相关指示，充分发挥各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资源整合，形

成合力，把各项工作落到为民服务的实处，街道在原有法治

社区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创建全新的临汾社区法治服务中心，

成为临汾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新型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