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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服务“四个一”模式
助力基层治理精细化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是上海市加

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2023年重点工作项目的牵头

单位之一。上海二中院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从区域特点、问

题特点、需求特点等“关键点”切入，采用“一站式、一张网、一

试点、一个圈”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对症下药、打通堵点，为实现

法治助力基层治理精细化提供了方案。

一、背景缘由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重视

将法治建设深入社会基层，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上海市第

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也提出社会治理要坚持重心下移，推动各类力

量下沉基层，持续为基层赋权、增能、减负。如何推进治理精细化

是目前上海市基层治理工作的重点，具体实践中，面临着以下一些

难点：其一，基层范围极为广泛，如何真正做到“重心下沉”、深入

一线？其二，基层问题常常分散地“碎片化”分布，如何整合治理

资源，提升治理效能？其三，面对物业纠纷等处理难度大的常见类

型化问题，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突破，形成治理示范样本？其四，

基层问题数量繁多，如何在前端有效化解，避免矛盾激化？解决上

述问题，对以法治服务助力基层治理，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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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做法

（一）“一站式”：党建引领，构建一站式基层服务点

乔法官工作室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的指示，以“党建协议+基层服务点”的创新做法实现治理深入基层。

一方面，充分发挥乔蓓华法官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的影响力和凝聚

力，积极与各基层党组织开展合作，以基层街镇党群服务中心为平

台，落实各项为民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在党建共建框架下，与基

层党组织对接，选取社会最小单元，打造特色样本。通过精细化分

类对接、常态化规范运行、差异化服务内容，构建模式成熟的“一

站式”特色基层服务点，如社区基层服务点（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

乡村基层服务点（嘉定区华亭镇）、商业综合体服务点（豫园商圈）、

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点（虹口区江湾镇街道）等。

（二）“一张网”：连点成线，建立联动协作机制

积极搭建共治共享的合作平台，整合中、基层法院司法服务力

量，对接基层治理团队，打造纵横联通的治理网络。一是构建“1+9”

两级法院治理网络联动协作机制。立足于中级法院的职能定位，加

强对辖区九个基层法院在参与基层治理工作方面的指导，以“典型

带动、分批推进”方式共同搭建司法服务组织体系网络。二是牵头

成立“党建引领 缘法善治--基层治理工作室联盟”。与宝山法院国

侠法官工作室、外滩街道徐丽华书记工作室等组成基层治理工作室

联盟，聚焦各自治理特色，促机制共建、促资源共享、促服务共推、

促品牌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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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试点”：问题导向，聚焦治理重难点问题

聚焦城市治理痛点难点，以问题为导向聚集司法力量，为基层

治理减负增能。制作《社区常见法律问题百问百答》，采用问答式编

写体例，对人民群众生活中常见的物业纠纷、侵权纠纷、赡养纠纷

等十类法律问题进行解答，提供给基层工作者及群众查阅学习。以

共和新路街道作为试点，选派具有丰富物业纠纷审理经验的审判团

队参与街道党委牵头的搭建“申+善治联盟”基层治理平台，与居委、

业委会联盟、物业联盟等单位共同探索纠纷化解经验及风险防范措

施，致力于解决社区普遍存在的物业纠纷共性及个性问题，以及跨

小区管辖难等问题，解决治理难点，打通治理堵点。

（四）“一个圈”：智慧赋能，助力基层纠纷前端化解

持续加强多元解纷和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积极与社会团体及公

益组织合作，拓宽志愿服务“朋友圈”，与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就志

愿服务合作签署备忘录，与静安区老年基金会合作，法治助力“银

发盾牌”项目建设。此外，探索试行议定调解，依托自建调解员数

据库，试行“先行协商选定，法院指定托底”的调解员委托委派新

模式，通过赋予当事人议定选择调解员的权利，增强当事人对于调

解活动的认同度，助推调解质效提升。

三、主要成效

在治理“深入”层面，工作室已经与嘉定区华亭镇党委、虹口

区北部功能区党群服务中心、共和新路街道党总支、豫园股份总部

党总支等签署共建协议，在党建共建协议框架下积极开展“进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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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区、进社区”活动，三年来共有 900 余人次参加“三进”活动，

服务群众数万人。设立豫园商圈基层服务点，在保护企业营商环境

及上海老品牌方面贡献司法力量。

在治理“联动”层面，工作室为宝山法院建立“国侠法官工作

室”提供支持，与普陀法院继续深化合作推动“无讼社区”建设，

与崇明法院就村居法官工作室进乡村开展联盟合作，与嘉定法院进

一步加强网络互联，建立中、基层法院与居委直连的解纷云网络。

在治理“难点”层面，针对城市更新特别是“两旧一村”改造

等民生工程中的堵点难点，为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被征收居民、居

委干部及征收工作人员开设普法微课堂，解决被征收居民对可得利

益缺乏预判等影响旧改签约工作推进的痛点问题；由物业案件审判

经验丰富的法官，至居民区开设物业纠纷课程，提升“三驾马车”

依法解纷能力。

在治理“前端”层面，工作室自成立至 2023 年 11 月，共委托

调解案件 3149 件，调解成功 1979 件，调解成功率 62.85%。2022 年

2 月初，乔法官工作室在特邀调解员及立、审、执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下妥善处理了一起因建设工程诉讼导致拖欠农民工巨额薪酬可能引

发矛盾升级的事件，帮助农民工们在春节前顺利拿到了近 4000 万元

的工资。诉讼服务志愿者团队自 2021 年 3 月成立至 2023 年 11 月，

服务时长 4868 小时，接待来访人员 2492 人次、接听来访电话 18838

人次。为民服务志愿者团队自 2021 年 9 月成立至 2023 年 11 月，共

提供 21 批次，1050 余人次上门服务，举办 24 场法律微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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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广价值

针对基层问题“广、散、难、多”的特性，乔法官工作室四个

“一”相结合的创新性举措为上海市推进基层治理精细化提供了可

供借鉴的经验。其一，积极与基层党组织建立合作，构建“一站式”

基层服务点，以党建引领为抓手，通过与街镇党工委签约共建的形

式，将法治服务力量纳入属地党建资源清单，让法安天下、德润人

心的理念以“党建”为核心辐射宣传、凝聚群众，使法治建设各项

措施在基层能够更高效、畅通地推进。其二，针对基层问题分散，

孤立处理效率低下的难题，积极与各级党组织、基层法院、街镇等

多元主体联动，共建治理联盟，“连点成线”实现“一张网”协作治

理。其三，对于基层治理普遍存在的痛点问题，以先行“一试点”

的方式，探索具有普适性的解决方案；针对区域化、类型化的难点

问题，提供有针对性地司法服务；其四，积极吸纳社会多元力量，

组建解纷服务“一个圈”，利用大数据智慧赋能，满足民众日益多样

化、个性化的解纷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