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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经验“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在云南

全省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以

来，昆明市宜良县坚持以大普法、大宣

讲、大排查、大化解、大数据“五大

行动”为抓手，依托网格化服务管理载

体，全面开展“我的网格我普法，矛盾

纠纷我化解”专项行动，通过“滴灌”

式普法和矛盾纠纷化解，打通普法强基

“最后一公里”。

谁来普法？

“全县一张网，格格相呼应”

“开展普法强基，首先要解决‘谁

来普’的问题。”宜良县司法局副局长

王洪明说，“为此，我们建立‘一张

网’，做强普法主阵地”。

在普法强基中，宜良县按照县、

乡、村、组、户划分五级网格，分别由

县级领导、乡镇（街道）书记、社区

党总支书记、村党支部书记、楼栋长等

担任网格长。县级行政执法单位及行业

主管部门根据领域重点确立相应管理网

格，全面构建“全县一张网，格格相呼

应”的网格化普法体系，将全县政法干

警、行业部门干部职工、律师及镇、村

基层干部纳入五级网格，将普法力量包

保覆盖到每村、每户。为确保“大普

法”行动入脑入心，宜良县组建了普法

讲师团、普法攻坚队、基层骨干队、专

业普法队4支队伍，“滴灌式”开展普

法工作。

此外，宜良县还将法律条文转化为

贴近群众的大白话，制作成“短精练”

普法视频，采取快板、花灯等通俗易懂

的形式广泛宣传。同时，县级领导带头

深入一线，开展“开学第一课”“开工

第一天”等专题宣讲活动。

向谁普法？

建立数据库精准“滴灌”

在普法工作中，宜良县紧扣重点群

体、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组织网格员

深入网格排查核实重点群体，精准锁定

普法对象，建好动态数据库，尤其针对

青少年、留守人员等群体进行有针对性

的普法宣传。

“我们先后梳理出涉及邻里纠纷、

金星社区网格员组织当事人在蓬莱派出所调解

 宜良县

打通普法强基“最后一公里”
土地纠纷、经济纠纷、侵权纠纷等方面的165个问题。”宜良县“我

的网格我普法、矛盾纠纷我化解”专项行动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县创新因“时”、因“人”、因“事”预防模式，各级网格

长做到敏感节点重点排查预防、关键人群精准排查预防、苗头性矛盾

纠纷定期排查预防。

针对婚恋家庭矛盾纠纷，宜良县专门成立排查化解工作专班，强

化实操培训，对发现的婚姻家庭纠纷排查化解实行动态管理和月报制

度，按照“发现登记—风险评估—分流交办、分类调处—预防处置—

动态管理—跟踪回访”闭环程序进行处理。

怎样普法？

搭平台建机制强化服务

为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宜良县开发“平安宜良”小程序，搭建诉

求平台。平台通过前端抓收集汇总、中端抓联调联处、后端抓重点矛

盾化解，实现全过程监督和全流程闭环。“平台主要功能是畅通群众

诉求渠道，将群众反映的问题交由相应的网格和职能部门处理，最后

由中心对已办结事项进行回访。回访不满意的提级到上一级网格进行

督办，直到群众满意为止。”宜良县“我的网格我普法、矛盾纠纷我

化解”专项行动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同时，宜良县还用活线下平台，落实网格工作信息化、精准化和

及时化，实现案件接收、交办、督促、回评全流程跟踪管理。

此外，宜良县不断完善机制，突出正反激励，强化担当作为。对

在法治宣传教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成效明显的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选树为普法标兵，作为“村（社区）好支书”和“两优一

先”评选的重要依据，在涉农贷款、技术帮扶等方面给予支持。建立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法律明白人”履职行为负面清单，明确7个

方面8种情形，对履职不到位或述法被评为一般的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年终考核不得评为“优秀”，并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通报、

约谈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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