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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调渔顺”“枫”景独好
——沈家门街道“平安小苑”筑牢平安根基纪实

□通讯员 翁盈昌

“事情就这么说好了，
双方都要好好履行协议内
容。”近日，沈家门街道“平
安小苑”综合治理站成功调
解一起海上纠纷，调解员握
着船员和船东的手，耐心地
说。

沈家门渔港是世界三
大群众性渔港之一，也是我
国最大的海水产品集散地，
每年因水产品交易、渔业生
产、海损事故等引发的矛盾
纠纷纷繁错杂。沈家门街
道立足渔港实际，探索形成

“领航、织网、起锚、稳舵”四
步工作法，为推动海岛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多元化解海上矛盾纠纷
提供了“沈家门样本”。

其中，针对海上矛盾纠
纷“动态管理难”问题，沈家
门街道激活基层治理“红色
动能”，依托“平安小苑”综
合治理站主动介入海上纠
纷调解，实现了矛盾纠纷化
解在原地，防范于未然。据
了解，“平安小苑”综合治理
站自去年4月成立至今年
5月期间，共调解各类矛盾
纠纷600余起，调解成功率
达 98%。其中海上纠纷
60多起。

去年6月1日至3日，在“平安小
苑”综合治理站共享法庭调解室，
“平安小苑”综合治理站党支部书记
马步霞携两名调解员，配合街道平
安法治办、司法所和区社会治理中
心、区人民法院的调解员，“一站式”
为群众提供贴心服务，成功调解一
起辖区企业安全事故赔偿案，实现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口”。这是
沈家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创新“枫
调渔顺”人民调解工作品牌所带来
的新气象。

针对海上矛盾纠纷“发现处置
难”问题，沈家门街道运用发源于普
陀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模
式，推行“海上网格”管理和海陆“融
合治理”模式，打造“融治理”中心，
即“平安小苑”综合治理站。

“平安小苑”综合治理站是“枫
调渔顺”人民调解工作品牌的缩影
之一。为融合多元“解纷”力量，更
好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去年8月，由
沈家门街道党工委牵头，成立了以
社区干部、网格员、公安干警、城管
队员、新居民党员为主体的功能型
党支部——即“平安小苑”综合治理
站党支部。

据介绍，“平安小苑”综合治理
站党支部躬耕“海上枫桥经验”，立
足基层治理实际，设立法院、检察
院、海警、海洋经济发展局等11个专
业工作室，形成联动案（事）件处置
协作机制，构建“联勤联动联处、共
享共治共建”新格局，推动“海上事
陆上解”，全面激发基层“融治理”活
力，使之成为海上矛盾纠纷调解的
“终点站”。

“码头上有人吵起来了，围观的
人越来越多了……”今年1月初，在
“平安小苑”综合治理站指挥室里，

值班警长通过“港域智治”一体化平
台大屏，看到大干码头上有人起了
纷争，马上联系附近巡逻的接处警
车赶往现场处置。

该起事件的起因，是一名船员因
续约问题与船长发生了纠纷。由于
事情较为复杂，出警人员将当事人引
导至码头附近的“平安小苑”综合治
理站进行调处。调解人员通过耐心
细致劝解，成功化解了这起纠纷。

据了解，城西区块系沈家门港
区渔船主要靠泊地，共有码头62座，
每年停靠各类渔船6000余艘，涉及
船员7万余人次。“平安小苑”综合治
理站党支部坚持为渔业、渔民服务
方针，帮助船员解决劳资纠纷，调解
海上人身伤害类案件，让“海上事陆
上解”。

去年，有艘渔船出海后，有船员
提出辞职，要求提前回港，并按出海
前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船主认为
船员违约在先，提前回港给船东造
成损失，拒绝支付工资，由此发生矛
盾。

“平安小苑”综合治理站党支部
接到船上治安管理员报告后，立即
启动联调机制，多个部门工作人员
及时就位。渔船靠岸后，随即组织
纠纷双方展开调解。最终，船主与
船员对支付工资数额达成一致，矛
盾得以平息。

“对于海上矛盾纠纷，提前介
入、溯源调解、综合调处是关键。”马
步霞介绍，“平安小苑”综合治理站
党支部还挖掘群众基础好、公信力
高的热心市民，建立多元化纠纷化
解队伍，借势借力打造主题式“共享
法庭”、搭建“青少年之家”，合力构
建以“平安小苑”综合治理站为终端
的漏斗型的纠纷化解体系，实现矛
盾纠纷防患于未然，化解在原地。

此外，“平安小苑”综合治理站
还组建了“老娘舅调解队”，以用工
单位、宿舍楼、渔船等为“最小单
位”，以工头、船长、楼道长、企业负
责人为主成立调解队，发动新居民
义工组织，开展调处工作，“颗粒式”
化解新居民矛盾纠纷。

强化党建引领
保障“海上事陆上解”

“都是老乡，也不是啥大不了的
事，都各自退一步吧。”前不久，一起渔
船上的劳资纠纷事件，在“平安小苑”
综合治理站党支部成员、普陀徽商平
安义工队长丁四调解下，圆满解决。

安徽籍小段被雇佣在远洋渔船
上，与船老大签订了期限为半年、月工
资八千元的口头协议。后因为渔场作
业变化，4个月就结束捕捞。但因工
资金额支付问题，小段与船老大产生
纠纷——小段坚持按口头协议半年支
付工资；船老大则坚持按实际捕捞4
个月支付工资，双方争执不下。

“退一步，海阔天空。”丁四发挥

“老娘舅”作用，经过前后3次调解，
本来紧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最
终以船老大多支付小段10天工资作
为补偿，双方握手言和，签下了调解
协议书。

沈家门街道渔业发达，在全省
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加入远洋
渔业捕捞队伍。而远洋捕捞条件艰
苦，尤其是公海作业海上停留时间
长，生活枯燥，人员思想不稳定，极
易引发各类纠纷。

在“平安小苑”综合治理站党支
部领导下，徽商平安义工队常年服

务在基层的角角落落，哪里有需要，
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初到舟山工
作时，曾受到过舟山好心人的帮
助。现在也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帮助别人，能够为第二故乡多做
一些事，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
丁四说。

丁四和队员李拥军、宋海登、刘
培培等都加入了“渔都义警”和“东海
渔嫂”这两支队伍，积极参与“平安小
苑”综合治理站的矛盾纠纷调解工
作。“尤其是涉及老乡之间的纠纷，大
家彼此都相对熟悉，很多话都好说，
调解起来就顺当很多。”丁四说。

“今天，我特意到‘平安
小苑’来，是来感谢他们的。”
日前，当事人黄女士说，经过
“平安小苑”综合治理站的调
解，十分钟不到，钱就全部退
还给她了。

前不久，这起因租客提
前退租而引发的矛盾纠纷，
在“平安小苑”党支部调解
员的耐心调解下，得到了妥
善解决。在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的同时，有效维护了社
会和谐稳定，避免了矛盾升
级。

沈家门城乡接合部涵盖
中兴、大干、小干3个社区和
平阳浦综合服务站（村），户
籍人口约1.2万人，暂住人口
约2.1万人，人员结构复杂，
治理难度大。

如何实现非警务类事项
分流闭环处置，让民警有更
多精力放在服务群众和夯实
基层基础上？“平安小苑”综
合治理站给出了破题之策。

针对城西区块地形狭
长，治安形势复杂现状，“平
安小苑”综合治理站采取1名
社区民警+2名网格员+N名群
防力量的模式群防群治，其
中“东海渔嫂”是一支重要力
量。

今年1月，江苏籍货车司
机刘师傅给普陀客户运送一
车渔用物资，讲好运费2000
元。目的地交货之后，对方
只付1200元，就玩起了“躲猫
猫”游戏。

人生地不熟的刘师傅，
在周围跑货同行的介绍下，
来到“平安小苑”综合治理
站，请求“东海渔嫂”帮助。
“平安小苑”综合治理站党支
部书记兼“东海渔嫂”的马步
霞和同事热情接待，并根据
其提供的电话号码，进行联

系，联系不上后，又根据相关
信息展开调查。经过半天的
努力，马步霞和同事终于追
回了刘师傅剩下的800元欠
款。刘师傅破涕为笑，直夸
“东海渔嫂”本事大。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东海渔嫂”是一支民间群防
群治队伍，是维护社会治安
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推进
社会共管共治、保障民生、促
进和谐的关键一环。在“东
海渔嫂”调解下，许多人的心
结解开了、问题改善了，也有
许多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

去年11月20日，在沈家
门北安公园，“益路有您 文
明同行 缔造美好”便民集市
反诈宣传活动，吸引不少过
路群众。

身穿“红马甲”的义工队
员，通过发放反诈宣传单，
结合当前诈骗案例，向居民
讲解如何识别和防范各类诈
骗，提醒大家对于任何要求
提供个人信息或转账的电
话、短信和网络链接，都要
保持警惕，做到不轻信、不
转账。义工队员还为居民提
供了理发、洗耳、磨刀、量血
压等志愿服务……义工队员
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帮
助别人，就是快乐自己”。

这支由“平安小苑”综合
治理站党支部领导组织的群
防群治志愿义工队，以“固定
值守、徒步巡查、机动巡查”
相结合的方式，紧紧围绕未
来社区区域、广场及各重点
路段等区域，延长巡逻时间，
延伸巡逻触角，通过步巡、车
巡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摸排
矛盾纠纷苗头和不稳定因
素，第一时间消除治安隐患，
确保城西区块治安持续稳
定。

群防群治聚合力
多元共治保平安

平安义工队
化解新居民矛盾唱主角

辖区党员参观“平安小苑“功能性党支部

联勤处置队伍在船厂处理非警务类纠纷 沈家门渔港

普陀徽商平安义工队员向居民宣传“防骗识骗”

各部门联合处理辖区矛盾纠纷

（本版图片由翁盈昌、“平
安小苑”综合治理站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