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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中法[2021]155 号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印发《关于推进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

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基层人民法院，中院各部门：

现将《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推进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

区、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

落实。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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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推进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

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坚持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努力将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现就人民法庭开展进乡村、进社

区、进网格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工作目标。以人民法庭为中心，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在线对接基层解纷力量，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构建分层递

进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路径，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基

层预防化解纠纷网格，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

化解，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2.工作载体。将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以下简称调解平台）作

为人民法庭开展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的工作载体，并通过系

统对接、人员入驻等方式，将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全部整合到平台

上，做到基层解纷力量全覆盖，实现预警、分流、调解、化解、

司法确认、进展跟踪、结果反馈、指导督办等全流程在线办理。

二、制度建设。

3.建设诉源治理工作人才库。在调解平台上录入基层治理单

位以及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名册信息。各人民法庭邀请本辖区

矛调中心、综治中心、司法所、工会、妇联、乡镇（街道）、村（社

区）等基层治理单位以及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入驻平台。各基

层人民法院负责指导辖区内人民法庭录入基层治理单位以及专业

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名册信息，各人民法庭负责组织基层治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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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将其管理的调解员、网格员，乡镇（街

道）干部、村（社区）干部以及其他社会解纷力量信息进行录入。

录入的信息主要包括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对接的人民法

庭等。

4.建立符合实际的对接模式。对于本辖区已经建立矛调中心

等综合性在线解纷工作平台，并通过该平台整合基层解纷资源的，

直接通过调解平台与该平台进行系统对接，依托矛调中心解纷资

源开展工作；对于辖区内没有建立矛调中心的，各基层治理单位

有解纷平台的，开展系统对接，没有解纷平台的，通过单位及人

员入驻方式进行对接。

5.建立人民法庭案件分流员制度。人民法庭根据纠纷数量等

实际情况，配备案件分流员，从事在线非诉分流、案件委派、诉

调对接、督促督办等工作。

6.建立司法联络员制度。在综治中心、司法所、矛调中心、

工会、妇联、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治理单位以及专业

性行业性调解组织设立 1-2 名司法联络员，负责排查信息上报、

指定开展诉前调解、矛盾化解、协助送达、维护基层解纷人员信

息等工作。

7.建立分类分级委派案件制度。对于适宜村（社区）处理的

纠纷，先行引导由人民法庭辖区内的村（社区）逐级进行化解。

对于适宜在乡镇（街道）矛调中心、综治中心、司法所、工会、

妇联等基层治理单位处理的纠纷，由与人民法庭对接的基层治理

单位进行化解。对于适宜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处理的矛盾，由

与人民法庭对接的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进行化解。

8.完善诉非实质化对接制度。对于村（社区）、乡镇（街道）

等对接单位或人员在化解、调解过程中需要法官参与指导的，可

以向辖区人民法庭在线提出申请，由人民法庭通过推送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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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专业指导、“调解员现场调解+法官远程在线参与调解、联合

调解、实地参与调解、化解等方式开展工作。

三、工作开展

9.案件范围。对于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庭的纠纷，人民法庭

可以在登记立案前，根据自愿、合法原则，通过调解平台指派给

司法联络员分流进行调解、化解。当事人经引导不同意的，及时

将案件转入诉讼程序。

10.与村（社区）开展分流对接。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对于

适宜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处理的纠纷，由人民法庭案件分

流员通过调解平台在线分流至村（社区）司法联络员，由司法联

络员指定人员开展调解、化解工作。调解、化解成功的，应当在

调解平台记录处理结果。对于属于人民调解员或者特邀调解员调

解，且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向有管辖权法院提出在线申请。化

解不成功的，由村（社区）司法联络员征得当事人意愿后, 推送

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或者记录化解不成功原因后退回人

民法庭，由人民法庭案件分流员及时将案件转入诉讼程序。

11.与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开展分流对接。对于村（社

区）化解不了且当事人愿意到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处理的

纠纷，以及根据纠纷类型适宜由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处理

的纠纷，分流至该基层治理单位司法联络员，由其指定人员进行

调解、化解。调解、化解成功的，应当在调解平台上记录处理结

果；对依法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的，在线提出申请。调解不成功的，

由基层治理单位司法联络员在线将案件推送至人民法庭案件分流

员，人民法庭案件分流员应当及时将案件转入诉讼程序。

12.与专业性行业性调解机构开展分流对接。在征得当事人

同意后，对于金融、证券期货、知识产权、物业、劳动争议等专

业性行业性矛盾纠纷，由人民法庭案件分流员通过调解平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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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分流至该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可以

在线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功的，由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司

法联络员将案件推送至人民法庭案件分流员，人民法庭案件分流

员应当及时将案件转入诉讼程序。

13.与其他社会力量开展分流对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等入驻调解平台，开展调解、化解工作。

上述人员能够对应到村（社区）、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的，

可以由司法联络员指派其开展调解、化解工作；无法对应到村（社

区）、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单位的，可以以个人名义入驻，并由

人民法庭案件分流员根据纠纷类型，通过调解平台直接推送开展

调解、化解工作。

14.严格纠纷化解期限。人民法庭指派调解、化解纠纷的，自

司法联络员通过调解平台接受人民法庭指派之日起 30 日内完

成。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延长的，可以适当延长纠纷化解、调解期

限。

15.加强预警预防和联动化解工作。司法联络员应当定期开

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及时将辖区内的矛盾隐患、苗头性问题通

过调解平台报送人民法庭案件分流员，由人民法庭案件分流员及

时安排人员参与联动化解工作，并在调解平合上记录处理结果。

16.强化对网格内基层解纷力量的培训指导。人民法庭应当定

期组织对辖区调解员、网格员、司法联络员等开展培训指导，制

定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制作常见案件类型调解指引，推送指导

性案例，探索建立双向交流机制，支持和规范基层解纷力量在法

治轨道上开展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17.切实发挥司法保障作用。推动司法确认在人民调解委员会

全覆盖，实现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在线申请、快速办理。对于纳入

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的基层解纷人员，畅通对接渠道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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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障途径，促进提升诉前调解吸引力和有效性。

四、岗位要求

18.人民法庭职责。人民法庭负责调解平台日常运作及培训指

导；负责指导基层治理单位、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以及其他社

会力量在平台上进行信息录入；负责加强对调解平台入驻人员的

管理指导培训工作；负责指导纠纷调解、化解工作；负责委派案

件，并对没有达成调解协议的纠纷立案审理，依据当事人申请制

作司法确认书、调解书；负责对司法联络员上报的苗头性问题 进

行联动化解，开展普法宣传，召集联席会议等工作。

19.司法联络员职责。司法联络员负责登录调解平台确认接收

纠纷信息，指派人员开展调解、化解等工作；负责对需要司法确

认、出具调解书的案件提交线上申请，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及时在

线上反馈；负责月度走访调查，宣传人民法庭普法案件；负责排

查纠纷苗头性隐患并及时向人民法庭反馈。

20.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人民法庭、综治中心、矛调中

心、工会、妇联、司法所、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治理

单位组成，可根据实际情况邀请相关调解组织及人员参与。原则

上每月由人民法庭召集，司法联络员认为有疑难案件需要协助的，

可临时申请发起会议。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包括司法联络员月度工

作汇报、基层纠纷化解工作部署、万人成诉率情况分析、疑难复

杂问题协调等。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