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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闵行区七宝镇召开主题教育现
场调研会暨党建引领片区网格治理推进会。七
宝镇主要领导及镇相关部门负责人，各片区联
络员出席会议。会议由镇党委副书记主持。

会上，镇党委书记围绕问题底板、民生
需求、治理路径、协同共治等方面对党建引
领网格治理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一是思想
上充分认识片区网格治理的重要性、紧迫
性，这项工作是关乎基层治理能力全要素的
提升，是关乎人民高品质生活的提升，是关乎
干部队伍建设综合能力的提升。二是行动上
注重强化工作导则的针对性、实效性，深入学
习《闵行区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工作导则》，结合
工作实际，健全组织体系、完善工作体系、优化
评价体系。三是机制上充分认识片区网格治

理的协同性、主动性，推动网格去真解决问题、
解决真问题，切实做到四会机制不间断，解题
机制不减缓，协同机制不推诿。会议强调，要
结合主题教育的开展，切实抓好党建引领网格
治理工作，推动主题教育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高质量发展互促并进，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效
能，打造新时代基层治理的“七宝样板”。会
上，镇党委副书记传达了区主题教育“四联”会
暨党建引领片区网格治理专题会议精神；刘
钧通报了近期全镇“12345”相关情况。

七大片区治理委员会主任就近期片区工作
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及下步工作举措进行了汇报
和分享。会前，与会人员前往九星家园党群服务
站实地调研，听取服务站及片区治理情况介绍，全
面了解九星片区网格治理特色做法。 文/宇峰

以“联”促“实”，抓好网格治理工作

“校外辅导员”
助推校园矛盾化解理性化、法治化

校园安全无小事，结合徐汇区教育资
源丰富且知名院校集中的特点，徐汇警方
积极协同区教育局创新建立徐汇区“平安
校园联盟”，充分运用校外法治辅导员优
势延伸工作触角，将110警情和日常走访
相结合，滚动排查矛盾纠纷隐患，切实筑
牢安全防线，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校园建
设。

今年上半年，某小学两名学生小薛、
小郑在嬉戏打闹过程中，造成小郑摔倒，
上颚两颗牙齿受到撞击松动。该校校外
法治辅导员、斜土路派出所民警王慧蓉在
学校走访时了解到，双方家长各执一词，
迟迟未就赔偿达成一致，矛盾有进一步激
化的可能。

民警随即介入，在校方的积极配合下
开启“三所联动”。一方面，努力保护同窗
之谊，通过回放视频、情景再现，让学生意
识到自身的错误并学会主动承担，互相握
手言和；另一方面，民警发现小郑家长关
注点其实在于牙齿是否有后遗症，便积极
联系了牙科医生，确认松动并未伤及孩子
的牙神经，换牙期后可以自我修复，也让
家长松了一口气。

签约律师王梦娇则为双方厘清了民
事责任关系，进一步有效推进了调解工
作。在沟通中，工作组积极引导家长们换
位思考、产生共情，最终解开了心结。其
后，由派出所主导，司法所、律所积极参

与，协调双方家长在学校再次进行现场调
解，达成一致并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3+N”解纷模式
助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专业化、精准化

一事一判、一案一策，专业事需要通
过专业领域工作人员参与，针对不同领域
的矛盾纠纷，徐汇警方在汇总先期情况
后，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整合叠加法院、
检察院和教育、民政、住建、卫健、市场、劳
动等部门，以及各类人民团体、社会组织
的力量资源，探索“3+N”协同解纷模式，进
一步提升多元化解质效。

“我爸是倒在你们店里的，怎么不是
工伤，今天必须给个说法！”去年冬天，某
餐厅报警称有人在餐厅闹事，情绪激动并
有过激行为。民警随即到场将涉事男子
霍某控制。经初步询问，几个月前，霍某
父亲在该餐厅后厨做兼职时突发脑溢血
晕倒，餐厅方面曾主动送医救治并送上1
万元慰问金。霍父虽无生命危险，但需要
长期卧床治疗，在沪无医保的他，后续治
疗费用成了问题。餐厅方觉得自己已经
尽到了义务，霍某却一口咬定要餐厅负责
全部费用并作出赔偿。

民警在依法处罚其殴打他人、扰乱公
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后，也同步开展了
第一次到所调解工作，但霍某全程情绪激
动，且无法提出明确诉求。在启动“三所
联动”机制后，又开展了第二次调解工作，
但双方仍因分歧较大、隔阂较多而失败。

“一个认为是过度工作造成的工伤，一个

认为是自身疾病问题，出发点不一样，心
理预期就不一样。”两次调解失败后，属地
湖南路派出所和街道司法所及时总结原
因、调整策略，邀请了一名更擅长劳务、工
伤纠纷的律师参与调解，同时协调劳动监
察、劳动仲裁、市场监管部门主动介入，提
供了一门式的咨询服务和方案拟定条件，
同时还引入心理咨询师对霍某进行心理
疏导。

通过专业律师向霍某释法答疑，让其
认识到父亲的情况并非工伤范畴，从而减
低其对赔偿金额的心理预期；通过劳动监

察部门对餐厅用工情况的检查，发现在雇
用霍父的用工手续上存在瑕疵，对企业教
育的同时，也要求其适当提高赔偿额度。
回乡安顿完父亲后，霍某和餐厅方参与了

“3+N”模式下的第三、第四次调解并最终
达成调解协议。双方都对公安机关跨前
一步、为民着想的态度十分认可。

“我们甚至连协商不成，后续霍某要
如何起诉维护自己权益的预案都替他想
好了。”湖南路派出所警长张仁乐说，“很
多时候，群众觉得法律离自己太远、太繁
琐，‘三所联动’让‘法在身边’成为可能。”

“三所联动”合力破局有作为
徐汇公安助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实践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面对青春期成长的变化，有关
青春期生理上乃至心理上那些“羞羞”的话
题，应该如何为青少年朋友们上好这堂“青
春课”？位于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未成年
保护工作站率先试点的“母女课堂”倒是找
到了不错的解题思路。

上周六一早，半淞园路街道保屯路居
委会的多功能教室里就挤满了人，教室里
不断传来掌声和说笑声。走进仔细一看，
正在开讲的“青春课堂”这次有着一个非常
明显的亮点：它不是光给青少年开的讲座，
也不是只针对青少年的父母，当日的（女生

版）青春课堂，清一色都是青春期的女孩和
妈妈结伴而来。她们肩并肩，气氛活跃，场
景轻松，听着主讲嘉宾解读青春期那些生
理上的小困惑。

台上正在开讲的是来自红房子“红
讲台”的80后医生高怡菲，她语言幽默风
趣，用生动的语言，视觉化的教学视频以
及小装置、示意图等方式多措并举，绘声
绘色地讲起了女孩青春期后的生理构造
以及变化，生理期的一些注意事项，如何
提升自我保护的能力，甚至于一些平时
母女之间都有点难以启齿的比较“羞羞”
的话题，都放到了“青春课堂”上。

大大方方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和

心理变化，是这次“母女课堂”的最大亮
点。孩子们有问有答，边说笑边互动，甚
至妈妈们这些过来人，都一再惊叹：当年
自己在少女时代原来缺乏了这么多的“生
理卫生教育”，专家趣味性的解读果然不
同凡响。有妈妈表示：这一堂时间密度之
高、知识点满满的青春期教育课真是让人
受益匪浅。

记者获悉，本次活动作为半淞园路街
道未成年人青春期安全健康教育周的一
项重要内容，此次活动还联手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黄浦区妇幼保健所的医
生、专家推出了系列青春期健康教育微
课，半淞园派出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属地单位也提供了丰富的互动体验
服务。

今年以来，为提升辖区内广大居民群
众对于文明创建“惠民、为民”的感受度和
获得感，黄浦区文明办推出了“先进模范便
民服务直通车”创建为民项目，引导和鼓励
各级各类先进典型成为项目合伙人，由此，
多家先进人物所在的文明单位全力支持，
主动赋能“为民”项目，将其做深做实。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黄浦区文明办会
携手项目共建单位将该直通车“开”进更多
的社区和校园，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更好
服务处于青春期的未成年人，让文明创建
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

“母女课堂”破解青春困扰

多家三甲医院、新建楼盘、零星旧改项目及百余所中小学……徐汇公安分局聚焦辖区特点，以涉医、涉校、涉
房类警情为重点，由政府负责、群体助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三所联动”机制在全区形成破局合力，及时排查
和化解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有效遏制“民转刑、刑转命”案件，确保社会大局安定有序、安全稳定。得
益于“三所联动”，今年以来，徐汇警方已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5万余起。110矛盾纠纷类警情量、侵权类案件
发案量分别下降2.1%和15.4%，矛盾纠纷调解率同比上升5.1%。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三所联动”机制在徐汇全区形成破局合理。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