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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夫稳 张清直 常文彬

日前，由济宁市政协、齐鲁晚
报鲁南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孔
子归来”孔孟之乡十年蝶变系列
访谈栏目，走进济宁市“和为贵”
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下称市“和为
贵”中心)。访谈主持人、市政协文
化文史和学习工作室主任杨义堂
对话市“和为贵”中心副主任、市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下
称市“矛调中心”)主任刘连营，探
索解析济宁社会治理中的“儒家
智慧”应用。

有了“和为贵”
家门口说理讨说法

基层社会治理中，矛盾纠纷
化解很关键。老百姓遇到烦心
事，总要有个说理解心结的地
方。

济宁秉承发扬孔子“以和为
贵”思想和无讼理念，在市、县、
乡、村四级打造“和为贵”中心，
其中一项重要职能便是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让遇到烦心事
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解疙
瘩”“讨说法”。

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济宁
大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基
层社会治理，特别是将与人为
善、以和为贵的儒家传统文化独
特优势融入其中，努力打造新时
代“枫桥经验”济宁样板———“和
为贵”中心。

济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群
众工作，将“和为贵”中心作为“一把
手”工程和民生民心工程，市委书
记、市长双挂帅推进。2020年12月，
市、县、乡、村四级“和为贵”中心(工
作室)全部实体化运行。

济宁“和为贵”中心集信访、
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
议、诉讼于一体，对各类矛盾纠
纷坚持能调则调、应调尽调，最
大限度和解在诉前。“打官司耗
时费力，还伤和气。”刘连营坦
言，如果遇到复杂纠纷问题，矛
调中心将牵头组织所有相关部
门多元化调解，以调促和、定分
止争，发挥优秀儒家文化优势，

“把症结解开，让群众满意。”
在市“和为贵”中心一楼大

厅，杨义堂指着中心墙上的孔子
像和“礼之用，和为贵”等标语
说，“现场布置无形中将‘和’气
照进心中，引导大家坐下来心平
气和协商问题解决纠纷。”

其实在全市各级调解室里，
不仅布置着统一的“和为贵”标

识牌，还张贴着“礼之用，和为
贵”“德不孤，必有邻”等富有儒
家文化特色的标语。调解室还专
门设置“平和斋”“调和室”“言和
堂”等功能室，配备“心型”“钥匙
型”调解桌，处处营造儒家文化
氛围。

在杨义堂看来，从儒家思想
汲取智慧，借力优秀传统文化力
量，以“和为贵”赋能基层社会治
理，这是济宁文化“两创”做出的
重要贡献之一。

目前，济宁已建立“和为贵”
调解室6500个，实现全市村居全
覆盖。自2020年以来，全市各级

“和为贵”中心(调解室)共调解
矛盾纠纷18746件，调解成功率
97 . 22%，群众满意率98 . 42%。

做活“和为贵”
服务前置凝聚民心

“和为贵”中心成立之初，在
顶层设计上，济宁市委、市政府
给出了通盘规划和部署，那就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党政主导“一统两分”，把最好的
资源和服务留给群众百姓。

2019年，济宁市在太白湖新
区建设了为民服务中心，2020年
建设了“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
中心，两个中心相邻，距离大约
300米。“两中心按‘一统两分’理
念设计布局。”刘连营解释，济宁
市委、市政府以党建统领群众服
务工作，两个中心各尽其用，分
工承担为民办事、为民解难功
能。

刘连营介绍，为提升为民解
难质效，济宁“和为贵”中心加快
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社会治理服
务信息系统，实现“一个中心管
指挥、一个大脑管数据，一个场
地抓化解、一个窗口抓服务”。

线上，开发“云智济宁”信息
系统，纵向连接市县乡村和网
格，横向对接大数据、综治、公

安、司法、市民热线等数据平台，
群众打电话，发短信、微信或登
录网站就能便捷反映问题、诉
求。

线下，在市级“和为贵”中
心，此前分散在各处的调处化解
力量被集中整合，纪检、政法、住
建等13个部门和劳动、交通、医
患等10个调解组织进驻中心，实
现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管理、
一条龙处理。

济宁各级“和为贵”中心还
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
成调解工作合力。在“和为贵”调
解员中，不仅有政府公职人员、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律师、
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而在社
区村居里，道德模范、“五老”人
员、新乡贤、网格员、警务助理等
纷纷成为调解的重要力量。

“群众遇到困难和烦心事，
再不用东奔西跑，直接到各级

‘和为贵’中心反映‘要说法’，后
续工作全部由中心分流、交办、
督促、落实，让群众‘最多跑一
地、最多跑一次’。”刘连营说，大
家正齐心协力将各级“和为贵”
中心打造成矛盾纠纷化解“终点
站”。

与此同时，济宁积极健全群
众工作机制，把群众工作想在前
面、做在前面，实施“民意5来听”
行动、用好用实“微网格”治理，
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
凝聚民心，把群众诉求呼声摸上
来，把党委政府关心送下去。

今年以来，济宁市矛调中心
已通过各种渠道主动排查收集
各行业各领域矛盾纠纷1 . 6万余
起 ，目 前 进 入 调 解 的 达 到 了
51%，调解成功率已超过30%。

专注“和为贵”
让城市更宜居幸福

访谈中，双方还围绕“和为
贵”矛盾调解纠纷化解工作收获

和启发展开交流和探讨。
刘连营表示，济宁创新打造

“和为贵”矛调中心体系建设，已
初步实现矛盾调解纠纷化解从
碎片化治理向集成治理、被动治
理向主动治理、突击治理向长效
治理、单向治理向多元治理的转
变。

这种转变一方面由于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另一方
面得益于“云智济宁”信息系统
的加持。

“这个数字信息系统实现了
社会矛盾信息统一归集、多网融
合、全面掌控、闭环管理，能实时
生成社会矛盾纠纷整体形势、发
展动态、矛盾分布、问题类型等，
实现数据汇集、分析研判、预测
预警，为党委政府提供全方位数
据分析和全过程数据研判服
务。”刘连营说，数字赋能下，群
众工作打通了“最后一米”，服务
更直观和高效。

济宁打破部门壁垒，创新重
塑社会治理流程，将矛盾纠纷化
解纳入社会治理大格局，“和为
贵”矛调中心整合联合接访、诉
讼、调解、仲裁等解纷平台，阵地
共建、资源共享、难题共解、责任
共担，探索出一条将群众信访内
嵌到社会治理工作的新路子。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跨
部门、跨领域的矛盾纠纷增多，
传统各自为战的部门治理模式
难以有效应对。济宁以“和为贵”
中心为枢纽，整合各方社会治理
资源力量，以“整体政府”面对群
众，破除“跑多门”“跑多次”背后
的条块分割、部门壁垒、信息孤
岛等积弊，满足新时代群众多元
复杂的诉求。

访谈最后，刘连营表示，济
宁将持续擦亮“和为贵”品牌，大
力弘扬优秀儒家文化赋能社会
治理，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打造
近悦远来的文明幸福之城。

访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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