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上半年工作
总结(实用5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那么我们该
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上半年工作总结篇一

今年在上级部门的正确领导下，__社区调解委员会充分发挥
人民调解工作“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对
调解工作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把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社会调委会坚持“调防
结合，以预防为主，各种手段，协同作战”的工作方针。社
区上半年组织各类居民法律知识学习班期，用发生在身边的
事教育身边的人，坚持各类法律知识宣传，受益多人。每逢
过节时，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挨户向居民宣传“五防”知识。
调解了纠纷，化解了矛盾，增强了居民的法律知识，确保了
一方平安。

人民调解工作要维护社会稳定，必须掌握主动，重点在预防。

一是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制度，经常深入到居民群众中了解
社区民意;

二是治保员和义务联防队员即是工作人员又是矛盾纠纷信息
员，利用他们入户走访，调解。

对已处理的纠纷，建立回访制度等防范措施，把排查、调解、
处理有机地结合进来，做到抓早抓小，堵塞漏洞，完善制度，
落实责任，及时有效地消除社区一切不安定隐患，规范了调



解程序，使调解工作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

在调解矛盾纠纷中，我们做到情、理、法结合，动之以情，
明之以理，晓之以法，严格遵守调解程序，注意选择调解方
式。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程序，帮助当
事人达成协议，对于调解不了的矛盾纠纷，也在稳定事态的
基础上，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今年小区在改造，纠纷比
较多，我们运用所学到的调解知识为他们调解纠纷，进行亲
情教育，以情感人。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以德服人，进行法
律法规教育，以法服人，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为进上步加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帮教工作，我
们__社区调委会把“两劳”回归人员的帮教工作，作为维护
稳定的重要工作来抓。调委会成立了“两劳”帮教工作领导
小组，社区调委会还建立了帮教档案，设立登记卡和跟踪教
育卡，并建立定期回访考察制度，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并
逐个落实了帮教责任人，辖区共有个重点人员，社区片警和
调解员经常去重点人员家与他们谈话，共谈话次，同时关心
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希望他们改过自新，通过就业和劳
动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

上半年__社区调解工作抓得紧，信息通畅，宣传工作到位，
使很多矛盾纠纷都补清除在萌芽之中，实现了调解无空白，
隐患无死角，为给居民一个社区治安良好、环境整洁优美，
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文明社区而努力奋斗!

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上半年工作总结篇二

一、抓组织网络，构建“大调解”阵地。

稳定是第一要务，镇党委、政府把该人民调解工作当维护农
村稳定，构建平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列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的检查内容，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一是建
立组织机构。为了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党委、政府成立



了以分管政法工作的党委委员任组长，派出所长、司法所长
为副组长，民政、团委、妇联、劳动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
人民调解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活动的研究部署、协调指导、
督促检查。各村、各单位和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由主
要负责同志任组长。以镇调委会为平台，形成各类社会矛盾
纠纷统一由调委会受理、分流、调处、督办、报结、回访的
调处机制。使组织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一级抓一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确保了活动的顺利开展。二是明确职责分
工，配齐配强人员。为便于工作开展，将综治办、司法所的9
名干部集中到调委会，合署办公，共同负责日常工作。同时
按照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各部门的职能，整合内部资源，发挥
综合优势，每天安排一名素质高、业务精的职能部门同志在
办公室值班，实行联合办公，联动联调，专兼职结合，保证
了每起纠纷有人问、有人管、有结果。三是严格办理，规范
流程。按照受理、约谈、告知权利义务、调解、整理归档、
办结的工作流程，以综治、信访、司法为主，各部门各负其
责、联动联调，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
坚持依法调处，切实规范调委会运作。四是加强中心硬件设
施建设。专门为调委会安排了两间30多平米的办公室，添置
了办公用品，并配备电脑和打印机，做到了各项制度、标牌
上墙。今年还为综治配备了两辆摩托车用于下村办案，要求
在干部接案在20分钟内赶到事发点，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是完善基层调解网络。以镇调委会为龙头，以村调委会和
纠纷调解员、纠纷信息员、法制宣传员为基础，其他调解组
织形式为补充，在每个村委会都设立了矛盾纠纷调处室，明
确一名分管调解工作的领导负责并与调委会协调配合，形成
上下贯通、左右衔接、配合联动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
作网络体系。同时按照综治工作群防群治的工作要求，还在
各组落实了基层信息员160余名，保证信息灵敏、畅通，确保
矛盾纠纷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有效的发现、调处、化解。

二、抓责任落实，构建“第一责任人”格局

发展是硬道理，综治是硬措施，稳定是硬任务，，领导重视



是关健。一是狠抓责任落实。坚持镇、村、组三级矛盾纠纷
排查制度。党政联席会议每月听取一次综治情况汇报，镇里
每个月排查一次，村及单位每星期排查一次，在排查工作中，
乡镇调委会采取领导分工负责制，组织调解人员逐村、逐组
进行地毯式排查，同时抽调得力人员对重点村、重点场所开
展重点排查，对排查出来的各类矛盾纠纷隐患，分析情况，
研究对策。镇、村、组三级，层层签订责任状，对工作实行
目标管理，形成了“层层有事管，事事有人管”的综治工作
格局。二是坚持领导亲自抓。领导亲自参与、亲自抓是工作
上台阶的关键。按照“一个矛盾、一个领导、一套班子、一
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要求，落实矛盾纠纷调处
责任制度，强化调处责任落实，实行“谁家孩子谁家抱”。
把矛盾解决在镇、村一级，解决在萌芽状态。今年4月，“七
九”兵多次扬言要越级上访，而我镇罗家村的张__，是郴州
市乃至湘南地区的组织者之一。为做好他的稳定工作，镇党
委书记欧阳海波亲自带队，耐心细致地给他讲政策，真心实
意帮他解决问题，推心置腹地与他交朋友，使张圣录放弃了
上访的念头，一心一意到常宁开矿去了。端午节那天，洞尾
村道湾组年仅三十岁的妇女雷__，因与丈夫张国强吵架服毒
自杀。雷云春的娘家一百多人到洞尾道湾组打人命官司。闻
讯后，镇长廖楚明迅速带领人大主席周志辉、政协联工委主
任刘尧苏等人到现场调处。经__、栖凤渡双方镇、村干部多
方做工作，很快平息了矛盾，达成了协议。三是坚持会议交
办信访案件制度。不定期召开会议交办信访案件和定期召开
会议研究处理矛盾纠纷问题。特别是在一些敏感期集中处理
矛盾纠纷，比如春耕大忙前着重处理水利、田土权属纠纷，
清明节前着重处理坟山纠纷。今年共组织了8次全镇性的排查
纠纷活动，排查出矛盾纠纷89起。四是坚持边界纠纷联防联
调制度，结合我镇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把工作的重点放在
化解群体性问题上，放在解决信访突出问题上。1月份七一一
矿的退役治理覆盖问题，4月份与桥口镇共同调处了罗家村与
黄泥滩村的坟山纠纷，5月份与栖凤渡镇共同调处了洞尾村
雷##服毒自杀事件，8月份协调处理了街洞煤矿转运站对街洞
村的煤尘污染问题。



三、抓纠纷调解，牢筑“第一道”稳定防线

纠纷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调处和化解，及时、妥善地
排查和处理矛盾纠纷，是(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
人”)保持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今年，我镇按照市委提
出“矛盾纠纷调解年”的工作要求，在调处和化解上狠下功
夫，确保社会稳定。一是快介入，快控制。20__年7月，我镇
洞尾村新湾组村民李__骑摩托车路过栖凤渡镇瓦灶村时，被
狗咬了一口。当时，他没有在意，既没有确认狗的主人，也
没有注射狂犬疫苗。20__年2月18日，患狂犬病死亡。李__的
亲属听说是瓦灶村邓家的狗咬的，纠集40余人，到邓显德家
要求赔偿。镇政府知道后，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处理。经调查
了解事情真相后，镇、村干部与李__的亲属摆事实，讲道理，
讲法律，这件事因为死者的疏忽，无法确认狗的主人，应该
由死者自己承担责任。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死者家属心服
口服，一场纠纷仅用一天时间就结案了。二是结合镇情，依
法调处。今年5月，我镇红五星村六组妇女李某，带着年仅2
岁的儿子到该村11组邓道成家玩。由于大人忙于玩牌，小孩
无人看管，不慎掉进邓道成的果园蓄水池里溺水身亡。事故
发生后，李某家属认为是邓道成家的蓄水池防护措施不到位，
属责任事故，要求对方高额赔偿。镇调委会认为，__是养鱼
大镇，到处是鱼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溺水事情，主要靠家
长加强防范。通过苦口婆心做工作，最后以邓道成向李某赔
偿20__元结案。三是制度健全，责任到位。对维护社会稳定，
我镇严格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将维稳工作纳入年终考
核内容，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之一，将化解矛盾工作摆在第
一位。我镇共有“七九”兵20名，是苏仙区人员最多的乡镇，
牵头人张__是郴州市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做“七九”兵的工
作，__稳，苏仙区就稳。为了做好这一特殊群体的稳定工作，
我镇制定了严格的措施：一是严格实行“三盯一”制度，对
每名“七九”兵确定了3名责任人(镇领导、驻村干部、村支
书)，取消双休日，要求责任人与“七九”兵同吃同住，解决
他们生产、生活实际困难。二是加强信息畅通，镇办公室每
天对责任人进行早晚调度，了解“七九”兵的情况。三是重



点人员重点管理，镇政府派两名得力干部常住郴州，24小时
对重点人员跟踪管理。今年，我镇20名“七九”兵和其它涉
军群体人员做到了无一名赴省赴京上访，为__镇乃至苏仙区
的社会稳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四、抓制度建设，健全四个长效机制

稳定工作，任重而道远。我镇狠抓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长效
机制。一建立工作责任制度。按照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
组干部、党员包户的模式建立防控网络，村调委会对当地发
生的纠纷情况和可能发生纠纷的苗头、隐患，要深入进行排
查，及时调解，做到信息畅通，情况明了，并定时上报。二
是健全矛盾纠纷月排查分析例会制。要每月13日召开分析例
会，听取村前个月的治安状况、纠纷处情况报告;排查出可能
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分析新情况、新特点、新动向;交流
纠纷调解经验，安排下一步工作。三要实行包案调处制度。
将每起纠纷具体落实到每个调委会和调解员身上，做到“四
定”、“三包”，即定牵头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
定办结时限，包调处、包跟踪、包反馈。四是建立责任追究
制度。将人民调解工作纳入年终设考核和干部政绩考核内容，
奖优罚劣。对出现“民转刑”事件，要追究驻村干部和村干
部的责任。

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上半年工作总结篇三

1、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领导小组工作，调整充实相
关领导，严格落实“领导组会议”、“重大纠纷协调会议”
等项制度，创新“定责任、定人员、定时限、定调处”的方
式，确保重大矛盾纠纷的及时有效解决。

2、进一步加强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领导，今年我们重
新完善了以“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为核心的领导责任机制。



为了维护社会长期稳定，推进平安建设深入发展，从建立完
善矛盾、纠纷排查的长效机制，提高基层矛排工作活力的要
求出发，我们大力推进了三项机制建设，即从建立健全社会
矛盾纠纷预警、化解，应对三项机制入手，全面强化了全社
区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1、进一步规范了矛排工作预警机制。进一步健全了社区矛排
组织，抓好基层矛排信息员的组织建设，提高了预警意识，
强化了预警职能。

2、健全了以排查为主体的源头化解机制。在矛排、信访两个
渠道获取矛盾纠纷信息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矛盾纠纷排查调
查工作，继续发挥基层防线的作用，做到早排查、早发现、
早调处，坚持每个月一排查、一分析，对排查出的矛盾要进
行梳理，然后实行“分级负责、归口管理”，对重大矛盾纠
纷进行督办，并落实定期报告制度，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最大限度把矛盾化解在内部，解决基层。

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上半年工作总结篇四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高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
键之年，各司法所、各街道（乡镇）、各级调委会要以^v^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认真做好矛盾纠纷调处与化解工作。

（一）坚持预防为主，认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各乡镇
（街道）综治中心、司法所、各级调委会要动员和组织对辖
区内矛盾纠纷开展集中全面的排查，对重点单位、重点部位
以及重点人、重点事、重点上访和重复上访对象要进行重点
排查，要把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医疗纠纷、非法集资、邻
里纠纷、拆迁安置等易发多发矛盾纠纷列为重点排查范围。
要积极主动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帮助群众解疑释惑、理顺



情绪、排忧解难，同时要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
门，逐一落实措施，防止矛盾激化。

（二）开展集中治理，切实做好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对排查
出的矛盾纠纷，要根据其性质、规模和危害程度进行认真梳
理，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明确责任单、落实到人，积极调处、妥善解决。重点纠纷及
突发事件要及时介入，防止事态扩大，严防纠纷激化；对影
响当地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纠纷，
要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支持，
妥善加以解决，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要进一步巩固和深
化“访调对接”工作、海鱼事调处工作和警调、诉调等行业
性专业性矛盾化解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做好法治宣传，努力营造良好氛围。各乡镇（街道）、
各级调委会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
作的优势，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有纠纷，找调解”的法
治思维，最大限度地把各类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解决
在基层。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深入宣
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树立依法办事观念，引导群众依法有
序表达利益诉求。要组织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结合审判案例、
调解案例，寓政策法律宣传和道德教育于调解纠纷的过程中，
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做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群、影响
一片。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要逐一认
真进行研究分析，并协调有关方面查找问题的症结，探究解
决的途径，拿出解决的措施，明确解决的期限。对矛盾纠纷
要实行边排查边调处，排查出一起调处好一起，切实做到不
积压、不耽搁、不延误。对能够当场调结的，要当场调结；
对重大疑难复杂的，要做到“一个问题、一名干部、一个方
案、一抓到底、限期调结”。



（三）认真总结经验。各司法所要对本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开
展情况进行自查总结，认真总结活动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及
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对问题解决不彻底的，要查漏补
缺，做到不留隐患；对已经化解的矛盾纠纷要及时回访，巩
固成果，防止反复。请各司法所将专项活动开展情况报送至
县局基层股。

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上半年工作总结篇五

镇镇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设在综治办，镇党委书记
同志为主任，副镇长同志、司法所长为副主任，配备专职人
员5名，在辖区内共配备了*调解委员会14个，调解专门办公
室14个，*调解员52人，办公设施全部配备齐全。大调解协调
中心进行了规范化建设，各项制度均上墙公示。同时，镇党委
*把大调解中心工作经费纳入年初财政预算，给予了大调解工
作经费保障。

二、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制

（一）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各村相应建立健全了矛
盾纠纷排查机制，每周进行一次纠纷排查，重大节日和敏感
期必须及时排查，并将排查结果报镇大调解中心。对排查发
现重大纠纷和集访苗头，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调处，并
及时通过向上级报告，切实防止民转刑案件和集访、越级*事
件发生。

（二）对矛盾纠纷实行周排周清制度。各村每周对辖区范围
内的矛盾纠纷进行排查，主动掌握调解矛盾纠纷的主动权。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村社安排专人调解，对调解不成功纠
纷交由镇“大调解”协调中心进行调解。

（三）落实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责任制。制定并落实了大调解
实施办法，规定各调委会要切实负起责任，及时化解，不得
把矛盾纠纷推向上级、推向社会。



（四）健全检查考评机制。“大调解”中心把矛盾纠纷排查
工作和调解工作纳入了全年目标考评，把大调解的各项指标
进行细化分解，进行量化考评考核。

（五）建立领导接待、包案制度。“大调解”协调中心确定
了领导接待日，定期安排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党政领导按照
职责分工，对重要*来访、重大纠纷和*案件，特别是久拖未
决的问题，实行包案处理，负责包案的领导要一包到底，亲
自处理，直至息诉停访。

三、统一管理标准，确保队伍素质

（一）统一制度建设。大调解”中心统一制定了全镇调委会
工作责任、例会、学习、考评、业务登记、培训、统计、档
案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并完善和规范了大调解工作业务台
帐。

（二）统一业务建设标准。在“大调解”工作整个过程中，
从纠纷调处申请、受理、告知、调查、调解、制作协议书，
到协议履行及回访等方面都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并严格运作
程序。

（三）统一队伍建设标准。镇综治办定期组织各村民调干部
进行业务知识培训，提高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并对基层调解
员进考核、严格按规范化调解文书。

（四）统一调解室建设标准。各村均按规范华要求配备了调
解室、档案室，并有明显标志，从而使镇、村两级协调中心
规范化建设得到了加强。

四、加强排查调解，社会基本稳定

上半年，我镇坚持进行每月一次大排查、每周一次小排查，
详细掌握全镇社会矛盾动态。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整体稳定，



保障了我镇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