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镇多元化调解工作计划(汇总5篇)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和目标，如学习、
工作、生活等。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制定计
划。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计划呢？下面是我给
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乡镇多元化调解工作计划篇一

一、人民调解工作制度

2、受理调解纠纷应当进行登记;

3、调解纠纷前，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指定或由当事人选定一
名调解员为调解主持人;

4、调解前应当调查核实纠纷性质、争议焦点，纠纷原因;

7、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或者当事人要求制作书面调解协议的，
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

8、调解纠纷一般在一个月内调结;

9、对已调解的较复杂的民间纠纷，要定期回访，做好记录，
归档卷宗。

二、人民调解庭纪律

1、调解参与人应当衣着整齐，举止文明;

3、公开调解的案件，旁听公民不得大声喧哗，寻衅滋事，扰
乱调解庭秩序;



6、侮辱、诽谤、威胁、殴打调解人员或调解参与人，扰乱调
解秩序情切轻微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拘留或处以罚
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人民调解员工作纪律

1、不得徇私舞弊;

2、不得对当事人压制、打击报复;

3、不得侮辱、处罚纠纷当事人;

4、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5、不得吃请受礼。

人民调解工作原则

1、平等自愿原则;

2、合法合理原则;

3、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原则。

当事人权利义务

权利：1、自主决定接受、不接受或者终止调解;

2、要求有关调解人员回避;

3、不受压制强迫，表达真实意愿，提出合理要求;

4、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义务：1、如实陈述纠纷事实，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2、遵守调解规则;

3、不得加剧纠纷、激化矛盾;

4、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职责

1、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调解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
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遵守社会公德。

2、调委会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司法所的指导、监督下进行工作。

3、调委会可依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主动调解民间纠纷，但
不得超越《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工作若
干规定》规定的权限范围。

4、调委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
依据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公德进行调解，并遵守调解的
基本程序。

5、协调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做好调解后的回访工
作;对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不得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6、调委会协助法制宣传部门做好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工作。

乡镇多元化调解工作计划篇二

列夕乡地广人稀、地处偏远，由于建整扶贫、山地开发、退
耕还林等多项投入引发一些分争，再加上百姓的法律意识在
不断的提高，造成辖区内的民事纠纷较多，调处压力大，为
了切实的做到无因纠纷调处不及时而引起的集体性上访事件、
无民转刑案件，做好党政领导的左右手，我们乡就民事纠纷
的调处特制定本计划，以期更好的搞好民事纠纷的化解及处



理。

一、建立建全全乡的调解组织

列夕乡共辖9个行政村，83个村民小组，本年度将在全乡范围
内加强调解班子，村里要有班子，有工作开展情况，每个村
民小组都要有义务调解员、综治信息员，各调解组织要有制
度、有牌子、有阵地、有章子、纠纷调解情况要极时记录，
按照乡发的统一纠纷调解协议书填写，当事人的签字及调解
委员会的章子要一齐全，每件纠纷都要存档管理。

二、调解纠纷要层层捆死责任，做到按制度办事

纠纷的调解要严格按照民事纠纷调解制度去进行，做到不推、
不拖，做到一般纠纷不出组，疑难纠纷不出村，重大问题不
出乡。各村的民事纠纷，必须先经村里解决，村调解委员会
做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后方能上产给驻村干部，驻村干部调查
取证做好工作以后调解双方不能搭成协议的，要村调解主任
及驻村干部签字后方能上交给乡调解领导小组，调解领导小
组在纠纷受理后及时安排时间搞好调查，尽职尽责的作好调
解，争取不把矛盾上交给乡政府或移交给法院。

三、调解搭成协议后搞好回访

以往的调解一旦下达调解协议书了之后就意味着此纠纷已解
决完毕，至于协议履行情况往往不再过问，这就造成许多纠
纷都没得到真正解决。本年度我调解领导小组决定，凡在乡
调解的纠纷，在协议履行的期限内一定要督促各驻村干部协
助双方当事人履行协议，以减少矛盾再度激化的现象发生。

总之，今年我乡的调解工作，在党委、政府的带领下，我们
相信我们的工作会更上一屋楼，会为了列夕经济的发展，社
会的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的。



乡镇多元化调解工作计划篇三

（一）1月份，召开全县人民调解工作会议，总结上一年度人
民调解工作，布置本年度全县人民调解工作（可与全县司法
行政工作会议合并召开）。

（二）2月份，对各镇人民调解工作督促指导一轮。

（三）3月份，组织“金宝人民调解联调机构”相互交流工作。

（四）4月份，举办全县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班。

（五）5-6月份，对全县各镇人民调解档案卷宗开展检查与指
导。

（六）7月份，组织对各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疏理、整顿、
调整、充实、完善、提高工作。

（七）8月份，适时开展对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检
查和指导，完善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基础工作，
确保正常规范运作。

（八）9-10月份，组织人民调解工作全面督查，迎接省市考
核验收。

（九）12月份，全面总结全县人民调解工作，制定新年度工
作计划。

一、加强民调组织建设，完善管理制度。在村党支部的 领导
下，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牢固树
立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作风。学习法律法规知识，不
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增强驾驭民调工作能力，建立和完善各项
管理制度，使民调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二、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法律、法规的 宣传教育工作。利用黑
板报、宣传栏、标语和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组织法制宣传
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广大村民 的 法制观念。

三、以各自然村为单位设立纠纷信息员，及时准确掌握纠纷
信息，做到处理纠纷果断及时，大矛盾不出村、小矛盾不出
片。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

四、加强民调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采取请进来，送出去集
中学习的方式，组织对民调工作人员法律、法规知识，业务
知识的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工作水平。

五、成立帮教小组，了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情况，采取结
对子帮教等多种方式，积极做好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工作。

六、定期做好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月访和季度考核，及时掌握
思想动态，尽可能地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家庭的困
难，预防重新犯罪。

乡镇多元化调解工作计划篇四

xx司法所人民调解工作计划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第一
道防线”的积极作用，为xx街道创安工作和各项改革和经济
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根据全区人民调解工作会议
精神，结合辖区实际，特制定民调解工作计划：

1、不断加强民间纠纷调解的力度，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
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2、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到年初有计划，年中有回
访，年底有总结，及时做好向街道办事处领导请示汇报工作。

3、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调
解方针，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办好法制宣传栏的同时，



充分发动基层调解小组，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好遵纪守法和道
德风尚的教育，认真处理好群众来信来访，努力将各种纠纷
消灭在萌芽状态。

4、定期召开调解工作会议，处理不了的疑难纠纷及时向办事
处领导汇报。

5、努力学习法律，人民调解知识，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做一
名分清是非，大公无私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
秉公执法者。

6、认真做好调解纠纷资料的登记，保管工作，严守机密，确
保资料完整无损。

7、在学校、社区、驻区单位及人民路地区作好宣传工作、提
供法律咨询，完善社区服务，开展法律援助功能。

8、做好社区服刑解重点人口帮教工作，预防和减少重点人员
重新犯罪。

9、在不断强化调解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基础，扎扎实实做
好人民调解工作，力争今年辖区民事纠纷调解率达到100%，
人民调解成功率达到95%，无因民事纠纷调解不及时造成“民
转刑”案件；做好重点人口帮教工作，重点人口列管率
为100%，帮教率为100%，帮教对象转化率为95%，在辖区营造
一个广大市民学法、知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乡镇多元化调解工作计划篇五

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围绕街道办事处中心工
作，依照上级的工作部署，为全面落实调解工作责任制的'各
项目标任务，妥善处理各种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切实维护社
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现结合我所实际情
况制定20xx年人民调解工作计划如下：



一、提高人民调解队伍的业务素质

新时代背景下，人民调解队伍发展应是全方位、多维度的，
需要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人民调解队伍发展才有生命
的活力。因此，今年巨宝庄镇司法所对辖区内的所有调解员
进行2次专业培训，预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在实施培训
过程中深入学习《人民调解法》、《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
丛书，提升调解队伍的业务素质。

二、深入开展“送法入社区”活动，提高居民法律意识

1、结合系列活动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集中一定时间，组织
人员，采取各种形式，开展相关的法制学习活动，抓好《人
民调解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

2、通过法制讲座和板报等普法阵地，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广泛宣传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通过合法渠道反映
合理要求，依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三、积极化解社区各类矛盾纠纷，认真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
作。

20xx年我所人民调解工作必须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主线，
进一步发挥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化解、排查矛盾的能力和作用，
主要加强婚姻、家庭、邻里、赔偿、物权、安全生活、劳动
保障、房屋产权等常见性、多发性矛盾进行排查、调解工作，
促进社区家庭和睦、邻里和睦，维持和发展新型的人际关系
和社会关系，拓展调解思路，扩大调解范围，努力适应新形
势下矛盾发展变化趋势。积极参加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
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矛盾的调处工作，关注社区居
民生活问题，缓解矛盾冲突，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努力做好
维护一方稳定工作。把预防排查矛盾纠纷做为新形势下人民
调解工作的重点，完善信息收集、报送制度。加大矛盾纠纷
的排查力度，坚持每月2次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对纠纷苗头、



隐患和不安定因素的发现率要达到90%以上，对矛盾纠纷重点
户、重点人和重点部位的了解掌握率达到100%，对排查出的
纠纷隐患和不安定因素落实防范措施达到100%。准确了解和
掌握社区和各类矛盾潜在因素，对各类信息作出快速反应，
及时处置，抓早、抓小、抓苗头，努力把矛盾纠纷调处在萌
芽状态，防止简单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引发人群事件。

四、针对重大节假日，进行重点矛盾纠纷排查

在节日期间、两会期间和国庆节前后，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
查调解活动，充分利用了治安员、信息员的作用，配合社区
民警进行矛盾排查和调处工作，及时把握辖区内的矛盾动态，
有针对性地搞好预防和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隐患，街道
根据工作实际，列出了职工下岗、失业、退休养老等方面涉
及职工利益保护及生活保障问题；重点工程建设和城乡改造
涉及征地、拆迁补偿等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涉法案件引发的
矛盾纠纷；上访老户反映的问题；并通过矛盾纠纷排查调解，
向区委、区政府提供一批有价值的重大矛盾纠纷隐患信息。

五、认真做好人民调解的台帐，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20xx年我们必须认真做好社区调解工作的各类台帐，注意收
集人民调解工作的所有资料，及时做好资料的存档、上报和
认真制做案件卷宗。经常对照检查，真正做到笔笔在案，案
案清楚，记录有序，整理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