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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生白皮书

民间小组织为民排忧解难

平安协会：
居民的“安全阀门”
本报记者 邢振宇

“官办一条线，

民办一大片”

“官办一条线，民办一大片”。在
新泰市禹村镇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而这句话的由来，源于该镇由一帮
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组成的“平
安协会”。老百姓通过“平安协会”解
决了一些司法机关无法介入、法律
上缺乏依据的矛盾纠纷。作为全国
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的泰
安，有包括“平安协会”等多项经验
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谈起“平安协会”的好处，新泰
市“平安协会”会长王业民说，在
2006年以前，新泰市汶南镇是一个
偷盗案件多发的地方，由于警力严
重不足，当地居民、企业不堪其扰。
2006年2月，汶南镇的50多个企业、行
政村自愿出资，组织专职治安队昼
夜巡逻，几个月下来，全镇的可防性
案件比上年同期下降80%。汶南的做
法就是泰安“平安协会”的雏形，自
此以后，汶南的做法被纷纷效仿，

“平安协会”在泰安遍地开花。
“平安协会”是由社团登记管理

部门审批、群众自愿参与的自治组
织，主要是参与社会治安防范、矛盾
纠纷化解、突发事件处置、法制宣传
教育、社会事务管理等，是政法综治
力量的有益、有机、有力补充。会员
职责主要是担当社会治安防范员、

矛盾纠纷调解员、预防犯罪帮教员、
政策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信息员、
公共安全管理员。

据介绍，前年，新泰市一个镇发
生高压线路熔断触电事故，造成两
死一伤。“平安协会”迅速介入，在政
法部门协助下，仅96个小时就成功
化解这起事故引发的矛盾。“实践证
明，‘平安协会’已经成为政法综治
力量的有益、有机、有力的补充。”王
业民说，目前，新泰市20个乡镇街道、
3个行业都成立了“平安协会”，796个
村、社区组建分会，初步形成了市、
镇、村、行业四级组织网络体系。

目前，泰安市已建立各类“平安
协会”168个，“平安分会”2079个，会
员超过12万人，化解社会矛盾7600多
起，成为居民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综
合整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年化解

矛盾纠纷44 . 9万件

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
点城市的泰安，有包括“平安协会”、
非诉讼调解司法确认等多项经验在
全省乃至全国推广。而在全省层面，
以“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年”为抓手，
全省政法工作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全
省居民的安全感不断增强。

省委、省政府确定，山东要率先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与开放动态信息化社会环境相适应
的社会管理体系。围绕这一目标，一
年来，我省各级党委、政府把社会管
理综合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和本地区本部门整体部署，为社会
管理创新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
全省选择23个县(市、区)作为省级社
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

当前，社会诉求不断提升、社会
矛盾纷繁复杂，社会矛盾纠纷的调
解、化解，已成为社会管理的一项基
本任务。为破解这一问题，泰安东平
建立起非诉讼调解司法确认机制，
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后，经当事人申
请，法院将依法审查确认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当
事人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该机制建立以来，再也没有单方面

“毁约”的事件发生。
省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认为，

将达成调解协议的矛盾纠纷，加以
司法确认，既能确保调解的迅速有
效，定纷止争，维护基层稳定，又能
提升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实现
矛盾纠纷处置“一揽到底”。

一年来，我省以加强组织网络
规范化建设为依托，构建起了社会
矛盾大调解格局。目前，市、县、乡、
村四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网络
进一步健全完善，全省建立交通、医
疗纠纷、劳动争议等专业性调委会
455个，化解矛盾纠纷44 . 9万件，成功
率达96%以上。

“平安协会”在泰安遍地开花，为民解忧。 (资料片)

承诺
协调推进城乡社

区建设，健全基层管
理和服务网络体系，
整合基层社会管理资
源，提高社会管理服
务能力和水平。抓好
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
点工作，健全重大工
程项目和政策制定的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
制，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矛盾。

践诺
一年来，我省各

级党委、政府把社会
管理综合治理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本
地 区 本 部 门 整 体 部
署，普遍建立和完善
激励制约机制、监督
查究机制、考评奖惩
机制等，为社会管理
创新提供了组织和制
度保障。

全省选择23个县
(市、区)作为省级社会
管理创新综合试点，
泰安成为全国社会管
理 创 新 综 合 试 点 城
市。目前，市、县、乡、
村四级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组织网络进一步
健全完善，全省建立
交通、医疗纠纷、劳动
争议等专业性调委会
455个，化解矛盾纠纷
44 . 9万件，成功率达
96%以上。

格委员声音

平安协会

是发展方向

省政协委员、山东建筑大学
艺术学院副院长邓相超认为，“平
安协会”是自治的一种手段，也是
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发展到一
定程度，市民需要在政府和社会
之间建立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
空间里普通市民的诉求、纠纷、矛
盾可以不经过政府得到解决，这
样可以减轻政府压力，培育社区
居民的自治力量。

“‘平安协会’的模式可以发挥
老年人的余热，促进小区和谐，社
会和谐。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
富，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一资
源利用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实
现老年人自身的价值。”省政协委
员、民建省委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
任、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
水认为，“平安协会”可以形成震慑
作用，大大减少治安案件的发生，
很好地维护社会和谐。

张法水认为，这种做法应该在
全省农村推广，因为农村派出所警
力少，管辖范围大，治安力量相对
薄弱，延伸到农村可以改善农村的
治安环境。“平安协会”这种民间组
织可以与外来专业力量相结合，定
期或不定期请律师、公安等深入社
区、基层讲课，这样居民能够获得
更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中国人讲究面子，一旦用打
官司来解决问题，双方都会觉得颜
面无存，尤其是邻里纠纷和家庭问
题。而非诉讼调解经法院确认后既
具有法律效力，又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减少双方当事人的时间和费用，
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张法水说，政
府要多发挥社会的力量，由民间组
织处理一些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的小矛盾、小纠纷。

对于非诉讼调解，邓相超说，
这是国家一直在提倡的一种做
法，但是，非诉讼调解也应该分
类，小案件、简单的民事纠纷可
以由民间组织调解，但涉及较
大的案件，还应谨慎。在社会管
理创新上，邓相超建议增加、扩
大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的
力量，使民间组织成为社会维稳
的主要力量。

“平安协会”起到的作用很大。(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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