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亏街道综治中心的帮
助，在我母亲遇到困难时帮忙
调解，用最短的时间化解了我
们心里的疙瘩。”1月5日，在临
淄区稷下街道一站式矛盾纠纷
调解中心，居民周女士高兴
地说。

原来，周女士的母亲马女
士在稷下街道一生活区从事保
洁工作。2022年11月29日，马
女士在工作时不慎从楼梯上摔
下来，导致右臂受伤。当时自
认为只是脱臼，马女士没有告
知物业公司，居家休息一周之
后，病情没有好转，到医院检查
才得知自己右臂骨折，随后便
告知自己所在的物业公司———
青岛美特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美特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在
和保险公司沟通后，保险公司
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马女士已
经在家一周，很难界定病情是
否属于工伤，所以不予理赔。
经过多方咨询，马女士决定到
稷下街道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
中心求助。

“接到当事人求助后，我们
第一时间和物业公司、保险公
司取得联系，经过多次协商沟
通，最终保险公司决定给予马
女士5000元钱，双方当事人对
这个结果都表示满意。”崔秀芹
告诉记者。崔秀芹是稷下街道
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崔大
姐工作室的负责人，有着8年社
区管理工作经验，擅长调解社
区居民矛盾纠纷，已经先后调
解矛盾纠纷100余件。

稷下街道辖区有33个村、7
个社区，常住人口12万多人。
由于辖区人口数量多、旧村改
造多、城建项目多，由此带来社
会矛盾、群众投诉以及民事纠
纷的数量种类增多，矛盾调处
和安保维稳工作压力较大。为
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纠纷，实现
群众“跑一地进一门”就能办成
事，街道投入500余万元建设了
融合信访、纪检、民生热线、劳
动仲裁、治安调解、司法调解、
庭前调解等职能的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服务中心，并构建起了

“七位一体”矛调机制。综合治
理服务中心以民生热线和群众
诉求会客厅“一窗受理”为工作
发起点，按照“业务垂直领导、
调处横向联通”的原则，推动7
个机构开展工作，形成了矛盾
纠纷摸排—受理接待—分流转
办—调处化解—跟踪督办—评
估反馈的大闭环运行机制。

在稷下街道一站式矛盾纠
纷调解中心群众诉求会客厅，
悬挂着一面写有“心系群众，为
民解忧”的锦旗，这是街道矛盾
纠纷调解中心解决绿茵生活区
刘先生诉求后，收到的“谢意”。
刘先生的住处靠近一处美食
城，长期受到美食城的厨房噪
音干扰。接到刘先生诉求后，
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联合社区、
民生热线等多部门现场办公，
在美食城现场测试噪音，并协
调美食城负责人限期整改，通
过更换设施、安装隔音设备等
减少噪音干扰，最终让涉事双
方达成和解。

“自‘七位一体’矛调机制运

行以来，街道社会治理成效明
显，群众矛盾化解效率提升了，
群众满意度也随之提升，矛盾调
解不再是吵吵闹闹而是井然有
序。”稷下街道综合治理服务中
心副主任孙建军对街道矛盾调
解工作有着很深的感触。“街道
综治中心坚持宜散不宜聚、宜解
不宜结、宜快不宜慢，宜缓不宜
激的原则，及时摸清矛盾纠纷，
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
居、信访不出街道。”

稷下街道办事处副书记孙
波表示，现在辖区群众有纠纷
矛盾，最先想到的就是来综治
中心，这里成了稷下街道矛盾
纠纷的“终点站”。数据显示，
2022年自“七位一体”矛调机制
运行以来，稷下街道成功调解
467起纠纷，调解金额超200万
元，调解成功率超98%；劳动调
解受理案件329件，调解成功
265件，成功率超80%。街道矛
盾纠纷调解平均时限由5天压
减至2至3天，年均初信初访数
较运行前下降约28.5%。

扎根社区的
“医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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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访”为“解”

百姓有纠纷
“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地”

随着2023年元旦假期的
结束，淄博市张店区和平街道
的太平社区卫生服务站再次
迎来大批就诊的居民。方霞
为他们逐一把脉问诊、对症下
药，难得休息片刻。趁抓药的
间隙，她对记者说：“你应该也
注意到了，来的多是上了年纪
的老人，以前都是父亲帮这些
叔叔、阿姨看病，现在换作我
了。”

方霞是太平社区卫生服
务站的一名主治中医师，毕业
于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她，曾先
后获评“淄博市基层优秀中
医”“先进个人”等称号。

她属于“女承父业”。方
霞的父亲方廷珠是当地一位
享有盛名的老中医，这位有着
近六十年医龄的老人，曾被山
东省中医药管理局聘为“山东
省五级中医药传承教师”。受
父亲影响，方霞从小便对中医

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父亲的鼓
励引导下，大学毕业后更是放
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回到
家乡随父行医。

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世上无不治之症，唯有不精
之艺。’但光有理想还不行，医
者既要博闻强识，又得融会贯
通，中医更是如此。”方霞向记
者介绍，她在行医的过程中发
现，书本上的知识远远不能满
足对临床疑难杂症的处置。
于是，身边的父亲、大学时的
老师以及千里之外的同行，都
成了她请教、学习的对象，其
综合业务水平也因此得以不
断提升。

中医重在传承，赢在创新，
贵在坚持。三十多年扎根基层
的经历，不仅让方霞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也使其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多面手”。“一根
银针、一腔热情、一心一意为

矛盾化解一站式，
群众都说好！

百姓的自身权益维护和百姓
之间的矛盾纠纷调处一直是基层
社会治理工作中的“热点”和“难
点”问题。去年以来，稷下街道通
过打造“七位一体”矛调机制，实
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
关口把控，为群众提供了矛盾纠
纷 解 决 方 案 和 便 民 快 捷 有 效
渠道。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
总关情。密切联系群众，当好矛
盾纠纷“化解员”，为当事人解难
题、解“心结”，真正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用温度、力
度、法度促进社会和谐安宁，让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稷
下街道这个“一站式矛盾纠纷调
解中心”建得好。

■ 记者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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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街
道综合治理
中心的调解
员商讨群众
诉求案件。

方
霞在工
作中。

患者；一支艾炷、一团火焰、一
生一世济黎民。”她临证或用
针、或用灸、或用药、或针药并
用，广开治路，不拘一法。不仅
针灸取穴精当，且处方用药精
简，以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
延续着父亲留下的良好口碑。

记者在采访现场看到，在
这处面积仅一百多平方米的社
区卫生服务站外，还悬挂着一
块“国医堂”的牌匾。对此，方
霞自豪地告诉记者，太平社区
卫生服务站不仅是淄博市首批
获此殊荣的中医诊所，还是全
市为数不多的中医药特色社区
卫生服务站。

根据过去一年太平社区卫
生服务站的接诊病历显示，来

此看中医的患者接近九成。恰
好前来就诊的、家住太平社区3
号楼的74岁老人王厚兰骄傲地
对记者说：“别看我们这个小区
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了，算是
正儿八经的老旧小区，但我们
在这‘国医堂’看病也是看了三
十多年，多少远道而来的病号
都羡慕着呢。”

如王厚兰老人所说，眼下，
社区诊所条件有限，有抱负、有
本事的年轻医生留不住，若是
头疼脑热的小毛病还好，居民
如遇“大问题”只能去医院挂
号。但是，在太平社区卫生服
务站“许多患者就是冲着方大
夫来的”。方霞认为，为社区居
民消除病痛，是自己义不容辞

的责任，而提高基层百姓特别
是老年人群体对疾病的重视程
度，才是自己作为一名医务工
作者所担负的更重要的任务。

“例如一些患有慢性病却
服药遵从性差的老年人，错误
地认为只要没有不舒服，不服
药也没关系，帮他们转变观念
其实是过去三十多年间我做的
最多的一件事。”方霞说。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这也
是52岁的方霞扎根太平社区的
第三十六个年头，16岁便随父
从医的她希望能为社会带来更
多的健康资源，为更多百姓
服务。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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