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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观察

记者日前从漳州市卫健委获悉，漳州正在
开发上线“新生儿出生一件事”2.0 版本，对原
有“出生一件事”流程和系统再次改造整合。

过去，新生儿出生后，新手父母需要跑卫
健、公安、人社、医保等四部门，光申请证明材
料就要提交 18 份。如今，通过“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改革，群众只需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
厅”或“闽政通”App 线上申请，最快 1 个工作日
内即可完成原需 5~6 天的办理流程，且可选择
快递送上门服务。

“出生一件事”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却
装着大民生。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小事，就能
成就为民服务的幸福大事。

办好群众关心的小事，要正确看待“小”字。

这些小事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一头
连着国家发展的大局。如果群众的小事办不好，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无从谈起。

办好群众关心的小事，要突出“实”字，扑
下身子、摸准实情、找准原因和症结，着力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比如，漳州市就建立卫健、公安
等四部门常态化工作协调机制，通过漳州“出
生一件事”系统对接群及时推送信息，方便各

部门及省级技术人员业务交流，在办理中一旦
发现问题，通过微信群反馈并实时对接解决，
实现微信群互动、多部门联动。医保部门还将
生育智能登记、生育津贴智能发放、家庭共济
账户创建、亲情代办等服务内容进行整合，进
一步丰富“一站式”办件场景。

办好群众关心的小事，要体现“暖”字，要
站在群众的立场和角度去理解问题，体会问题

带来的麻烦。在推进“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改革
中，要聚焦生活服务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完
善、适宜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便利使用的智能技
术相对欠缺、数字化人才不足、数据安全有待
加强等问题，确保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民，
而不是成为新的门槛和障碍，努力形成智能精
准、公平普惠、成熟完备的生活服务体系，全面
助推人民生活更幸福。

办好“关键小事”成就“幸福大事”
□本报记者 苏益纯

漳州民营经济活跃，私营企业众多，新业态企业也逐渐增多，在发展中难免遇到问题。遇到劳资纠纷，走法律诉讼耗时
长、成本高、执行难，且最后当事双方往往成为冤家。怎么破？找商会调解！

商会是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熟悉企业、熟知行业，调解企业纠
纷具有天然优势。近年来，漳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商会在预防和化解劳资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通过“普法+调解+仲裁”，引导行业商会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营造和谐融洽的法
治化营商环境。近日，该做法入选省发改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

在漳州，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是警察，却有很高威望；他
们不是律师，却熟知法律法规。他们活跃在民营企业身边，第
一时间发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就地化解……他们就是商会
特邀调解员。

位于漳州古城的漳州市家居商贸商会，门口有两块金色
牌子特别闪亮：“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民商事纠纷诉调衔接调
解室”和“民商事纠纷诉调对接调解工作室”。在这里，已有
300多起纠纷在喝杯茶、讲道理、拉家常之间破冰化解。

“感谢娘家人的热心调解，帮我们解决了棘手问题！”2022
年 5 月，某企业负责人陈某向漳州市家居商会调解员连声道
谢，并向该商会慈善部捐赠 1万元表达感激之情。

原来，陈某与员工戴某在业务费支付问题上产生分歧，一
度对簿公堂。家居商会调解委员会获悉此事后，邀请当事人到
家居商会面对面调解，并邀请法院、人社局等相关负责人到现
场共同参与调解。

经过调解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耐心沟通，当事人双方
就赔偿方案达成一致，公司支付戴某劳务费 16400 元，并签下
调解协议，该劳资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这是漳州市家居商会调解员帮助矛盾双方解事结、化心
结的生动一幕。

“家居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因工作环境特殊、用工模
式灵活、劳动关系复杂等原因，是劳资纠纷高发区。”漳州市工
商联副主席、市家居商会会长石亚明介绍，家居商会有 736 家
会员单位，涉及 13个行业，是全市规模最大的商会。

2014 年，漳州市家居商会组建行业调解委员会，旨在发
挥商会懂行业、有人脉、通人情等独特优势，为会员提供纠纷
调解服务。调解队由商会 12 位口碑好、公信力高的会员企业
家组成，自发、义务地为会员开展调解工作。

“对簿公堂的代价，除了费时费力费钱，双方当事人日后

江湖也难友好相见。为了行业的健康和谐发展，我们商会要尽
好‘同业之谊’，让矛盾尽可能在诉前化解，实现事了人和。”谈
起调解，石亚明有说不完的心得。

“企业遇到劳资纠纷，常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
不休。商会内行人来协商解决纠纷，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漳州市工商联副主席张志贤告诉记者，早在 2015 年，漳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工商业联合会就联手建立诉前诉中调解
对接机制，成立“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民商事纠纷诉调衔接调
解室”，运用行业商会和法院各自的资源和优势，最大限度释
放案件调解潜力，避免当事人承担诉讼负累。

很快，这一诉调衔接模式推广至全市其他商会。为提升商
会调解质量，调解室吸纳各领域有行业专长、社会影响力的代
表、委员、法定代表人近 100人担任特邀调解员，与诉调团队通
力合作，从情礼法维度沟通协调化解积案，达到“商人纠纷商会
解”的社会效果。行业声望高、擅长调解的石亚明就是涉非公有
制经济主体民商事纠纷诉调衔接调解室的特邀调解员之一。

“特邀调解员毕竟不是专业法律从业者，在调解中难免遇
到法律知识盲区。为此，我们联动多部门，为商会会员和特邀
调解员提供普法和培训服务。”张志贤介绍，近年来，工商联联
合公检法司，定期为特邀调解员、商会会员开展庭审观摩、案
例研讨、专题辅导等培训活动上百场，致力于打造一批政治
优、业务精、热心公益、公道正派的调解员队伍，提升调解效率
和调解质量。同时，落实“万所联万会”机制，推动所属商会与
律所联系合作 100%覆盖，让法务人员、行业专家担任普法宣
传员，开展网格化精准普法。

如今，在漳州，“企业有矛盾找商会”的社会意识已蔚然成
风。截至目前，多元解纷平台累计调解民事、商事、劳动等争议
纠纷近 300 起，成功率超 80%。漳州市家居商会获评全国工作
突出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

就地解纷，筑牢“第一道防线”

行业调解力量单薄，如何打好调解工作组合
拳，形成调解合力？

2022 年 9 月，一场长达 7 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纠纷案，在法院和商会的协同调解下，双方当事人
终于握手言和。

“案件法律关系清楚，权利义务较为明确，双方
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已就主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却因互不信任，在付款方式上互不相让，调解陷入
僵局。”漳州中院立案二庭庭长郭兰君说。

在梳理案件事实和双方争议焦点后，漳州中院
调解速裁团队发现当事人均属于家居相关行业企
业或从业人员，便依托法院与工商联的特邀调解机
制，邀请石亚明等多名调解员参与调解。

调解员以商人视角，充分分析双方心理，不厌
其烦多次沟通。终于，双方当事人同意到法院调
解室面对面讨论付款方式的处理方案。诉调法官
再综合全案，对房屋交付和办证事宜一并作了调
解。一场长达 7 年的纠纷案在双方握手言和中圆
满完结。

该案件是多元解纷机制释放案件调解潜力、实
质化解纠纷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在实践探索中，越来越多部门聚力联
动，构建起“123”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法，实现商会调
解由“单打独斗”向“立体作战”转变，不断提升商会
调解的专业性、精准度和覆盖面。

“ 所 谓‘123’矛 盾 纠 纷 调 解 工 作 法 ，即 建 立
涉 非 公 有 制 经 济 主 体 民 商 事 纠 纷 调 解 室 ，培 育
特 邀 调 解 员 和 普 法 宣 传 员 两 支 队 伍 ，落 实 定 期
进 企 排 查 、特 邀 调 解 员 培 训 、联 动 调 解 三 项 机

制 。”漳 州 市 委 统 战 部 副 部 长 、市 工 商 联 党 组 书
记潘海鹰介绍。

为了给劳动者表达诉求和维护权利提供多途
径、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渠道，更好地保障劳动者及
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2021 年，漳州中院联合人
社、司法局、总工会、工商联、企联等六部门，在全省
率先建立劳动争议全链条诉源治理机制，为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提供“协商—案前调解—仲裁—诉讼”
的劳动争议全流程调处路径，构建形成全市工会调
解、仲裁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诉讼调解大格
局，推动劳动争议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
解决。这一机制做法入选 2023 年全国新时代“枫桥
经验”优秀案例。

今年 5 月 ，在民商事纠纷调解室基础上 ，市
工商联联合市司法局开展“仲裁惠企心连心”品
牌活动，在漳州市绿色建筑建材商会设立民营企
业仲裁服务联络点，安排专人负责，每周四下午
作为服务日，为民营企业家提供法律咨询、协商
调解等服务。通过发挥商会点多面广优势，进一
步 强 化 调 解 、仲 裁 有 机 融 合 ，实 现 资 源 共 享 、优
势互补，不断深化民企法律服务，达到“1+1>2”
的合力效应。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构建多元解纷商会
样板，仅是漳州市推动法治服务保障更加完善的
一个亮点。近年来，漳州通过上线全省法院首个
法治化营商环境可视化平台、在全省首创劳动争
议全链条解纷模式、设立全国首个台胞人民调解
委员会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为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筑好法治堡垒。

多方聚力，形成商会调解大合力

漳州市打造多元解纷商会样板，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

企业有纠纷，找商会调解员
□本报记者 赵文娟

商会调解员在民商事纠纷调解室开展调解工作。 （资料图片） 特邀调解员聘任仪式暨经验交流座谈会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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