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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天宁区兰陵街道工
一社区幸福工坊中，民情茶座议事
会如约召开。本次议事会是以“幸
福工坊幸福家，物业链接你我他”
物业议事平台建设为目标，就“围
炉问法”团队起草的《工一社区四
级议事机制（草案）》进行民主协商
活动。社区居民、兰陵司法所工作
人员、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兰陵
街道行政执法人员共同参与。

“围炉问法”团队徐健律师表
示：“我们在起草时，致力于推动物
业服务财务透明、服务透明、监督
透明。如，以物业服务公开日活动
为契机，号召社区居民参与物业服
务质量监督工作，以按月巡查方式
督促物业公司履责，促进居民与物
业公司面对面交流，减少误区误
解，互谅互让，提升小区物业服务
满意度。”

《草案》经过议事团民主表决，
获得全票通过。议事代表们表示

《草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将
使社区议事渠道更加畅通、过程
更加透明、决策更加科学。

记者从工一社区了解到，今年
以来，兰陵街道联合工一社区孵化

“幸福工坊”项目，由兰陵司法所充
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凝聚社
区、居民、“围炉问法”团队的法律
专业从业者等多方力量，着力打造
社区“普法+议事+服务”综合服务
平台，号召社区议事团、“法律明白
人”聚焦社区安全、物业服务等核

心问题，以社区为阵地常态化做好
普法宣传、接待法律咨询、居民意
见收集、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

在“幸福工坊”品牌引领下，兰
陵司法所和工一社区依托综合服
务平台收集到社区议题 10 项；结
合居民普遍关注的住宅物业方面
问题打造了社区普法议事长廊，首
批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公共维
修基金使用、小区养犬的社区治理
普法内容日前已上墙，获得居民广
泛好评。

工一社区党总支书记居诗舟
介绍，工一社区自 20 世纪 80 年代
建成以来一直没有物业，2023 年
初完成老小区改造后，为维护改
造成果，社区引入了专业的物业
管理机构进驻协助管理。然而要
让居民改变几十年来的生活习
惯、缴纳物业费并享受物业服务、
接受居民身份向业主身份的转
变，并非一朝一夕能办成的事。
新进驻的物业初来乍到，遇上“水
土不服”的问题。

“社区在与居民沟通中发现，
对于新来的物业，居民还未建立信
任，不愿将情况反馈给物业，更不
愿缴纳物业费，物业机构难以掌握
居民的实际需求，无法针对性提供
服务，双方亟需深入沟通。”居诗舟
介绍，为促进物业管理机构更快速
融入社区基层治理环节，实现有效
运转，今年以来，工一社区依托“幸
福工坊”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方式，

以该平台为“桥梁”，畅通物业与居
民沟通渠道，将每周五定为物业服
务公开日，社区工作人员、居民议
事代表、物业管理机构三方定期议
事，共同商讨、决策。

“我觉得狗不牵绳就应该处
罚。”“狗乱排泄，不及时清理，实
在影响生活。”7 月 11 日，居民们
就宠物狗不牵绳以及随地大小便
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居
民建议组成“红色马甲”志愿小
分队，有的居民建议对路面及草
坪定期进行清理，有的居民建议
对不牵狗绳的业主进行劝导……

此次“物业公开日”中，居民和
议事代表们轮流向社区提出6个议
事提案。居诗舟表示，后续，议事
团将在街道的指导下，与社区、社
工室、第三方专业团队一起，就新
增议案的实际情况进行组织调研，
加强资源链接和政策引导，推动新
提案合法合规落地见效，共同实现

“民所问，一起想；民所需，一起求；
民所事，一起办”。

江苏德和行物业有限公司工
人新村南北区项目经理孙巧凤介
绍，目前在工一社区，他们负责的
区域内有 2000 多户业主，2023 年
底，物业费缴纳比例为30%。今年
以来，通过“幸福工坊”平台，物业
加深与居民沟通交流的同时，居民
物业费缴纳比例有所提升，已达
40%，可见物业服务工作日益受到
居民认可。

天宁区兰陵街道启动“幸福工坊”项目

以小改变，促大成效
议出百姓身边幸福“效率很高！一个窗口全部搞定，

不用来回跑，省时省力！”这是近日市
民宋先生在市政务中心“不动产登
记+公证”一网通办窗口领取继承所
得的不动产权证后的第一感受，良好
的办证体验感让他赞不绝口。

“小窗口”见证便民“加速度”。自
2021年8月常州公证处驻市不动产登
记交易中心办证窗口开设以来，近三
年时间已累计出证3500件，让越来越
多市民通过“一窗通办”“马上办”“网
上办”等感受到“公证+”服务带来的便
捷。

“程序要求、证明材料等与传统继
承公证大体相同，当事人的公证费用
由‘政府买单’，不动产登记中心凭我
们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换证。”常州公证
处驻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办证窗口
负责人徐芳介绍，由于继承法律关系
相对复杂，对于很多市民来说是一件
麻烦事，以往办完继承公证后，还需前
往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经过咨询、
交件、办理、取件等环节，甚至要奔波
数趟才能完成。

“现在市民在窗口提供委托书等
资料，就能继承公证和不动产登记两
件事一个窗口办，一步到位。”

徐芳介绍说，经过三年良好运行，
目前已形成了一套以市不动产登记交
易中心提供受理端口，代办人员为公
证当事人代为线上申请、递交证明材
料、后续缴费直至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的完善服务模式。

常州公证处主任孙莉萍表示，将
与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进一步优化
工作流程、强化工作衔接、完善信息共
享，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最
大限度减证便民，不断提升公证服务
质量和社会满意度。

这个窗口，
3年办证3500件

“小张啊，新建的口袋公园椅
背做得太宽了，我们老年人坐上去
靠得不舒服。能不能让施工队改
小一点？”

“好，我这就去办。”
出门买个菜的功夫，常州经开

区戚墅堰街道花溪社区兼职调解员
张智佳就在手机上收到居民的意
见。张智佳去口袋公园现场查看情
况，发现椅背设计确实不符合居民
使用习惯。施工方根据她的反映，
很快重新修改，一起关于老旧小区
改造的潜在矛盾被及时化解。

矛盾在源头发现，纠纷在基层
化解。常州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
进法治处处长祝嘉介绍，全市现有
5453名专兼职调解员、826名村居
法律顾问、10326名“法律明白人”，
他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
势，使网格、村组、楼道成为收集民
意的主渠道、源头解纷的主战场、服
务群众的主阵地，在基层治理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工作向下扎根，变“等

上门”为“走上门”

8月14日上午，前黄镇漳湟村
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鲍振宇像往常
一样，揣上记事本，带上网格员金文
婷，沿着阡陌小道穿梭在田间地头，
与村民面对面聊家常、谈情况。

上周，村民杨某在自家门口安装
了监控，但邻居谢某认为监控探头对
着自己家，侵犯了其家人的隐私，多
次要求拆除。经鲍振宇上门调解，杨
某将监控角度进行了调整并保证不
拍到谢某家门口，矛盾得以化解。

“新的工作要求需要新的工作理
念，以往坐在村调解室坐等村民上门容
易‘贻误战机’。”考虑到两家之前还有
其他不愉快，鲍振宇再次上门回访，一
方面看看监控画面是否如杨某所说，一
方面巩固一下之前的调解成果。

“从‘等上门’到‘走上门’，一字之
差体现的是为民服务理念和标准的双
提升。”漳湟村党总支书记鲍建中是这
种新调解模式的坚定推动者。他认
为，行政村合并后，在产业发展、土地
流转、外来人口激增以及群众法治意
识提升等因素影响下，很多矛盾纠纷
不像以前调解起来那么简单了。

手拉手解家长里短，面对面理是
非曲直。漳湟村以人民调解员、网格
员、“法律明白人”为主体，主动上门宣
传政策、解释法律、调处纠纷。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村里有这么
一条“规矩”：村民之间有矛盾的，村民
小组先处理；解决不了的，到网格再“把
把脉”；还是不行的，村委必须化解。

“现在村风民风持续向好，去年村
里一共发生矛盾纠纷39起，连续实现
五连降，10年来大事小事都没有出过
村。”鲍建中说。

引导群众参与，激发基

层治理内生动力

“封闭式管理能减少很多邻里矛
盾，我同意！”“安全系数提高了，我也
同意！”7月26日上午，在遥观镇剑苑
社区第一网格党群直通站举行的居民
议事会上，大家对“剑苑新村小区封闭
管理”一事举手表决。

剑苑新村小区建于上世纪 80 年
代。去年，小区改造后环境面貌焕然
一新，但随着房屋面貌的提升和地理

位置愈发优越，部分居民开始将自家
房屋改造成群（出）租房，造成大量外
来租客车辆涌进小区，引发拥堵、磕磕
碰碰、邻里纠纷事件不断。

为此，社区经多方走访、多轮论
证、咨询律师意见，学习借鉴同类小区
管理经验，提出对小区进行封闭式管
理，这一方案在居民议事会上得到一
致认可。

“有些事，群众嫌距离远，不愿跑
来说；有些事，群众找不到人，没地方
说。”常州经开区司法局遥观司法所所
长王孝金认为，这些“不愿说”和“没地
说”阻碍了群众反映他们的烦心事、挠
头事，“基层自治，群众应当是‘主角’
而不是‘观众’。”

自治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近年来，社区依托网格党群直
通站、物业服务中心、小区休闲长廊，
在居民身边设置“民无忧·诚信茶吧”，
让群众有地方“发发牢骚、说说心声、
议议民生”。

基层自治，法治促善治。社区还
整合公共法律服务室、法律援助联络
点的功能，社区法律顾问定期走进小
区开展法治宣传活动，让居民在潜移
默化中提升法治意识，遇事找法、办事
依法、维权靠法。

如今，从“楼道线路整治”到“规范
电动车停放”、从“防止老小区改造后

‘返旧’”到“商圈如何深耕升级”，无论
大事小事，社区始终以法治思维、法治
方式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优化专业力量，持

续提升调解质量

想要群众对矛盾纠纷调解结果
心服口服，离不开“法”的支撑。法

律专业人士在解决纠纷中把关定
向，可以及时减少摩擦、预防矛盾
升级。

“如果没有陈老师的帮忙，那次调
解很难成功。”周丽娜是河苑社区的网
格员，也是兼职调解员。她介绍，社区
内一对做生意的夫妻因为欠外债闹起
了离婚，妻子想离婚后带着儿子，丈夫
坚决不同意。

由于这次调解涉及法律方面的相
关业务，社区请来了街道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顾问律师和调解员队伍里的心
理咨询师一同参与。

擅长婚姻家事纠纷处理的律师
陈岩在了解到当事双方的想法后，
多次单独找双方聊天，及时向夫妻
两人分析阐明离婚后的利害，并依
据法律条款列出需要处理的事项，
最终促成了夫妻双方回心转意、重
归于好。

专业分析，多元参与，凝聚起议
事办事的强大合力。前不久，戚墅
堰街道站北社区的两个小区居民就
雨污管接通问题产生矛盾，并阻挠
施工。社区调委会邀请建设局工作
人员和施工队开会商议，就两个小
区间雨污管接通问题进行可行性分
析，确定了改造方案，并在涉及楼栋
附近张贴了告示，告知具体实施方
案和保障措施。双方居民对此都表
示非常满意。

戚墅堰司法所副所长陈逸波告诉
记者，街道引入多元力量参与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吸收法官、检察官、警官、
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参与纠
纷化解，用心服务解群众心结。此外，
街道还在一批优秀网格员、居民小组
长、退役军人中遴选“法律明白人”，充
分发挥“法律明白人”在人民调解工作
中的作用。

解纷靠前一步，矛盾村居止步

绘就基层治理好“枫”景

7月9日，武进区司法局前黄司法所在联庆村开展法治读
书分享会活动，司法所工作人员孙璐向学生们赠送青少年法
治启蒙书籍，并对书中的故事进行了领读。 （王姣 摄）

6月28日，“交通运输普法号”——常州首辆普法宣传示
范公交专线正式开通。图为普法志愿者给乘客讲安全普法
课。 （费金晶 摄）

8月12日，武进区司法局湖塘司法所在极具“新流量”“人
间烟火气”的湖塘·里巷市集开展“赶集式”法治宣传。

（蒋倪鑫 摄）

暑假期间，溧阳市司法局举办“非遗法韵 普法‘童’行”
普法小记者公益行活动，在掐丝珐琅画技艺传承人的指导
下，同学们沉浸式感受“非遗+法治”的魅力。 （王婧 摄）

7月4日，天宁区司法局兰陵司法所在浦南新村开展“送
法送清凉 便民‘陵’距离”活动，司法所工作人员李雨格浅显
易懂的法律解释受到居民“点赞”。 （冀婷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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