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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信访工作
条例》实施一年
多来，厦门信访
系统着力打造
工作亮点和特
色品牌，把信访
服务做到群众
“家门口”

机制有保障
出台《厦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工作

规则（试行）》，进一步厘清各方职责，强化
运用镇（街）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统筹
信访、综治、政法、公安等部门资源，构建
信访联治、矛盾联调、工作联动格局。

印发《厦门市信访工作督办机制（试
行）》，进一步规范网上、电话、发函、约谈、
通报等12种督办形式和督办结果的运用。

学习有章法
围绕《条例》原原本本“学”，兢兢业业

“讲”，勤勤恳恳“做”。打造“解忧青年荟”
学习实践品牌，成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和
青年讲师团，面向各区各部门信访工作机
构分批分次举办60余场上千人次的信访
工作培训班，深入分析信访工作形势，全
面解读《条例》，交流信访业务。

同步

第一、二批“治
重化积”信访事项
1320件，目前已审核
化解 1302 件，审核

化解率99%。

全市建成1个市
级、6个区级、46个镇

（街）级、550 个村（居）
级信访评理室；建成共
有 6922 人的信访评

理人才库。

自 2019 年 推 行
信访评理机制以来，

厦门市累计评理化解各
类矛盾3017件。其中今
年以来共评理解决群

众诉求22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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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柯笛
通讯员 杜米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信访工

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信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一
年多来，厦门信访系统全力推动《条
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促进各级各
部门高质量开展信访工作，扎实做好
“治重化积”专项工作、信访问题源头
治理等重点工作，着力打造工作亮点
和特色品牌，推动《条例》在厦门落地
生根。

当好社情民意“晴雨表”，架起政群沟
通“连心桥”。厦门信访干部真诚倾听群众
内心呼声、真实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推动信
访积案化解常态化、长效化。

“非常感谢禾山街道帮助解决了困扰
了我近半年的问题，让我感受到了党和政
府的温暖。”2023年1月11日，信访人张红
（化名）将一面“心系群众，为民解忧”的锦
旗送到了湖里区禾山街道综合治理办信访
处，并由衷表达了感谢。

2022年6月17日，一场安全事故不幸
夺走了张红丈夫的生命。张红将要独自抚
养年幼的孩子，但其经济收入来源单一，生
活压力巨大。与相关单位多次协商后，双
方未能达成和解协议，张红的困难迟迟没
有得到解决，她逐渐对街道信访人员失去
信心，甚至产生抵触的心理。

对此，禾山街道信访人员不泄劲。街
道综合治理办主任每天都坚持通过电话、
短信、微信等形式与张红保持联系沟通。

“谢谢你，邵主任。”这是张红在每次通话后
都会说的一句话，她说，“能感受到主任是
真心的，像朋友一样，设身处地帮我。”最
终，街道信访部门不仅全力推动问题得到
化解，还依据信访事项“三到位一处理”要
求，协助张红申请到生活补助。

1320件“治重化积”信访事项，目前已
经审核化解1302件，审核化解率达99%；今
年又一批496件“骨头案”“钉子案”交办下
来，厦门继续大力推动化解……近年来，厦
门大力推进重复信访和信访积案攻坚化解，
通过挂钩包案高位推动化解疑难复杂信访
问题、滚动梳理重复信访事项清单、各区及
相关市直单位建立专项治理档案等多措并
举，“治重化积”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提升。

从开始的“闭口不谈”，到后来的“打开
心门”，张红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
离不开信访干部的柔性关怀——这股办好
民生实事的春风，吹向厦门岛内外的大街
小巷，吹进厦门人民的心坎里。

攻坚克难
用好“三项建议权”突破工作新难点

示范引领
源头治理
提升基层信访工作水平

“把调解工作做到街头巷尾、田埂山脚、
建设工地，把服务做到群众‘家门口’，做到息
诉息访、案结事了，让平安建设的力量遍布城
市乡村……”集美区信访局工作人员的话语
掷地有声。去年，集美区高效狠抓源头治理，
推动基层矛盾化解，成功获评“2022年度全国
信访工作示范县（市、区）”。

受理初信初访事项2453件，依法化解率
96.1%，群众满意率达到91.8%，办结化解126
件重访积案，重复访比上一年下降28.6%……
一连串的数字，是集美区信访部门一年多来
努力工作的成果，也是厦门通过多种方式落
实《条例》的具体实践。

“其他五个区也在对标先进、比学赶超，持
续提升基层信访工作水平。”市信访局工作人员
表示，厦门高度重视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区创建
工作，积极落实一系列源头治理措施，扎实推动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稳步开展信访问题源头治理三年攻坚行
动以来，厦门坚持多元调处原则，倡导就地化
解矛盾，并大力推进重复信访和信访积案攻
坚化解。各级领导干部主动挂钩包案、每月
定点接访，深入基层约访、下访重点人员和事
项，推动重点信访人事的化解和稳控工作，构
建形成各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大信访格局。

治重化积
事在人为 让信访人从闭口不谈到打开心门

本报讯（记者 詹文 蔡绵绵）台湾青
年张立齐，10年前特意去了一趟广东梅
州，干了一件“心心念念很久的事”——对
接族谱。10年后，他又干了一件“念念不
忘必有回响的事”——昨日在厦门开幕的
第十五届海峡百姓论坛上，呼吁更多台湾
青年和他一样，“来这里，找到自己的根与
魂。”

小时候，张立齐就知道自己的祖籍在
广东。“老一辈人说，我们老张家在台中的
开基祖叫‘番仔驸马’张达京，从梅州只身
渡海来台湾。大家都说他是个牛人，会治
病救人，还兴修水利开垦土地，让张家在
台湾开枝散叶繁衍生息。”

2013年考上北京大学博士，赴京报
到前，张立齐带着“台中老张家的族谱”先
去了梅州，寻到张达京的后人，互相交换
张氏族谱。他花了很多心思研究家族历
史，比对族谱中记载的根枝脉络，“发现台
中老张家的先祖和大陆张家根本是一样
的，我们从来没有一刻分割过彼此。”

一对台胞父女，翻出一本珍藏的家
谱，借助海峡百姓论坛的平台，前不久终
于在福建安溪龙门镇桂林村找到一脉相
传的同宗亲人。“我终于完成了爷爷的遗
愿！”已是花甲之年的林首成热泪盈眶，他
对女儿林筱蓉动情道，“这里是我们的根，
我们找到了。”

“我的祖先，把他们对乡土的依恋，把
他们的信仰、宗教、文化、饮食，一点一滴
都带到台湾。我们守一样的岁，捍卫一样
的忠孝节义，一直到今天，从未变过。”台

湾知名媒体人、博士黄智贤，昨日也来到
海峡百姓论坛，现场举行的两岸族谱对
接，其中便有黄氏。两年前，她专门回福
建漳州锦宅村寻根谒祖，访黄廷将军故居
拍摄专题片，向这位协助郑成功收复台湾
的大将军致敬。

作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
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海峡论坛的一
项重要活动，海峡百姓论坛在闽台已举办
14届，吸引30余万名台湾民众参与，直
接或间接促成600余万名台胞回大陆寻
根谒祖、续谱联宗。

“七成以上的台湾人是福建人，我们的

根就在大陆，如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这
是很可悲的事情。”黄智贤说，“我们是中国
人，从同一个地方来，拥有共同的祖先。我
们这一代人，真的不能等，我们要把台湾带
回家，让大陆与台湾永远不再分离。”

“我们不仅找到自己的根与魂，在发
现来时路的过程中，我们更是在灵魂扎根
的故土找到值得追寻的道路。”张立齐深
入内蒙古支教，骑摩托车跑遍附近村落，
在零下30℃的乡间调研，和朋友创办新
媒体平台“两岸同舟”，“从城市到乡村，从
沿海到边疆，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同样大
有可为，这里有双向奔赴的美好未来。”

600余万名台胞，在这个论坛寻到什么？
海峡百姓论坛已成功举办十四届，促成众多台胞回大陆寻根谒祖、续谱联宗

两岸族谱展

闽台28个姓氏
170多部族谱展出
本报讯（记者 蔡绵绵 詹文）昨日，在第十

五届海峡百姓论坛的现场，两岸族谱展同期举
行，共展出闽台两岸28个姓氏的170多部族
谱。其中，吴氏带来14部族谱，为数量之最。

“历时两个多月，我们共收集了53个姓氏
的将近500份族谱，族谱质量较高，许多族谱脉
络清晰完整。”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会长俞杰
说，“作为历届海峡百姓论坛的保留项目，长期
以来，两岸族谱展吸引着无数台港澳同胞、海外
华侨回国溯源。”本届两岸族谱展有个新亮点，
大陆族谱与台湾族谱首次同台展出，每个姓氏
族谱中，既有来自台湾的，也有来自大陆的，并
清晰描绘出该姓氏入闽肇基及向台湾播迁的示
意图。按照闽台人口多少排序，闽台陈氏、黄
氏、吴氏、王氏、郑氏的族谱位于前五。

得益于两岸民间交流交往逐渐加深，两岸
合编的族谱数量和质量都在逐年提升。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两岸共修的族谱现有
10000多部，族谱对接2000多部。

论坛现场，闽台蔡氏、赖氏、吴氏、洪氏、黄
氏进行了族谱对接，并签订长期交流合作协
议，推动两岸宗亲交流常态化、机制化。

海峡两岸族谱展。（本报记者 黄晓珍 摄）

思明区近邻评理员与思明区近邻评理员与
居民现场评理房屋修缮引居民现场评理房屋修缮引
起的邻里纠纷问题起的邻里纠纷问题。。

集美区信访联席办现场集美区信访联席办现场
协调处理房屋所有权纠纷协调处理房屋所有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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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中，信访工作也
不断迎来新挑战。以《条例》实施为契机，厦
门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思路，用好“三项建议
权”，突破信访工作新难点。

近年来，涉及“数字藏品”“元宇宙”等新
业态的信访件，在办理过程中出现诸多争
议，主要存在监管难、法律依据不明确等问
题。

面对这一难题，厦门信访部门积极突破
“解题”思路。鉴于“数字藏品”信访事项涉
及多部门职责，难以明确牵头责任单位等情
况，依据《条例》赋予县级以上信访工作机构
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完善政策的建议和追
究责任的建议“三项建议权”，厦门信访部门
积极履行职责，发挥市信访联席办统筹协调
作用，于2022年11月7日召开专题会商会，
与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市工信局、市公
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旅局、市金融监管
局、市银保监局、市通信管理局等九家单位

会商研讨，提出了多项建议。
拧成一股绳，工作才能形成合力。多部

门协调联动，完善涉稳预警信息共享机制，共
同维护社会稳定——市金融监管局走访排查
取证、约谈公司高管；市市场监管局对信访事
项较多的公司开展多次核查，加强市场监管；
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向各分局大队发布工作提
示，要求集中摸排评估经营情况并进行风险
评估……各相关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各司其
职，加强监管，很快，违法违规经营的公司被
叫停，部分微信公众号显示违规无法打开，一
些违规销售平台也已停止使用。

《条例》实施一年多来，厦门信访部门已
经向有关责任单位发出5份建议约谈函，针
对个别突出问题牵头成立课题组，起草相关
改进建议，督促各区和各部门切实落实主体
责任。“三项建议权”的落实，不仅有力推动了
信访问题的有效解决，更促进相关职能部门
落实工作措施，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产生。

一直以来，厦门着力在基层一线回应群众
关切，在邻里互助中解决群众诉求，将弘扬新
时代“枫桥经验”与本土“近邻”理念相融合，健
全完善评理机制、评理人才、评理方式、评理实
效“四位一体”的信访评理格局，还涌现出“近
邻”互助评理室、高山评理室、禾山街道多元化
纠纷解决服务中心等多个示范点。

深田社区的“近邻”互助评理室，将“远亲
不如近邻”理念融入社区文化，针对城市社区
主体多元、诉求多元、类型多元的特点，择优选
择经验丰富、声望良好的居民代表、司法工作
者、民警、网格员、老党员等11人组成评理队
伍，倡导“无事常联系、有事共商量、困难有人
帮、邻里一家亲”的近邻互助理念，通过邻里说
事、互助评理，推动解决了93件群众诉求，让
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成为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厦门样本”。

“类似天花板漏水、相邻权纠纷、噪声扰民
等，事情虽然不大，但往往成为困扰群众的揪
心事、烦心事。”市信访局工作人员表示，此类
家庭矛盾、邻里纠纷不断，《条例》施行以来，各
级信访部门也灵活开展多样化评理方式，进一
步丰富了信访评理的“工具箱”：上门入户“谈
心式”评理、公园凉亭“开会式”评理、事发现场

“会商式”评理、视频连线“远程线上”评理等，
增进当事群众的情感共鸣，潜移默化地构建起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厦门信访持续优
化提升信访评理机制，通过事前评理把小事化
无；通过事中评理把大事化小；通过事后评理
送关怀、立规矩、树正气，使信访评理真正成为
群众反映诉求的知心人、化解矛盾的好帮手、
邻里互助的守护者。

以人为本
“近邻”信访
打造厦门特色评理品牌

▶ 5 月 23
日，思明区
信访局组织
开展围栏搭
建事项信访
评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