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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连市委政法委员会

 
关于开展 “创建 ‘一站式’ 矛盾纠纷解决平台

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
论坛征文的通知

各区市县 (开放先导区)委政法委 (办),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积极探索完

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进一步完善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

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制,通过理论指导

实践,不断提升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水平,市委政法

委、市法学会拟共同主办开展 “创建 ‘一站式’矛盾纠纷解

决平台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论坛。现将征文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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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创建 “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平台,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论坛主题,深入研究创建 “一站式”矛盾纠纷解

决平台,推动综治中心、信访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诉讼服务中心的融合发展,构建市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新体系,实现 “一站式”纠纷解决、 “一站式”法律服务的

新路径、新方法,不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

局,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大连。

二、论坛主题和分论题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 “进一步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另拟定40个分论题 (名单见附件1),除主题外,

其他题目均为选题方向,作者可围绕主题和分论题开展研

究,亦可自行拟定与主题相关的论文题目。

三、论坛时间安排

1、课题研究 (2019年11月-2020年2月):各地区、

各单位部署课题研究任务,围绕论坛主题选择研究方向,进

行深入调研,撰写研究论文。

2、论文评选 (2020年3月-4月):市法学会组织专家

对各地区、各单位推荐论文进行评选。

3、论坛交流 (2020年5月):组织论坛学术交流。

4、成果转化 (2020年6月-12月):各地区、各单位

充分运用理论研究成果指导工作实践,进一步提升 “一站

式”矛盾纠纷解决平台创建水平,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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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机制,实现2020年底,全市 “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平

台高效运转,各层级、各部门、各单位责任有效落实,做到

联动化解力量充实、联动化解场所便捷、联动化解网络健

全、联动化解机制完善、联动化解成果明显,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工作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的工作目标。

四、征文要求

1、各地区、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广泛发

动区市县 (开放先导区)、街道 (乡镇)、社区 (村)等各层

级、各职级人员积极参与,围绕论坛主题开展深入的调查研

究,力争推出一批高质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2、论文要求紧扣主题,紧密结合实际,体例严谨,逻

辑性强,论据充分,文字表达精炼准确,使用文献规范,观

点有原创性、创新性,分析问题有现实针对性,对策建议有

可操作性。字数在5000字至8000字左右 (格式要求见附件2)。

3、作者提交的论文不得一稿多投;作者应同意组织单

位公开出版获奖论文。

4、每个区市县推荐论文不少于10篇,开放先导区不少

于2篇;市直政法部门推荐论文不少于5篇,其他部门不少

于1篇。请于2020年2月28日前将论文报市法学会。

5、论坛将评选一等奖5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15
篇、优秀奖25篇;评选优秀组织奖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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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市法学会 吕月楠 刘 莹

联系电话:83766332 15904110712 13624914971
邮  箱:dlfxh808@sina.com

附件:1.分论题

2.论文格式要求

中共大连市委政法委员会 大 连 市 法 学 会

201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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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分 论 题

1、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矛盾纠纷

“一站式”解决理论研究;

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矛盾纠纷

“一站式”解决实施方案研究;

3、“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平台构建中的困境与破解;

4、“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平台与现行纠纷解决机制的

衔接;

5、“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中各部门关系问题研究;

6、“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平台的运行机理研究;

7、“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中独立性和融通性矛盾的解

决机制研究;

8、“一站式”矛盾解决平台构建途径问题研究;

9、“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运行经验研究;

10、“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构建实施方案;

11、不同类型 “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平台的运行

研究;

12、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基础和实现路径;

13、“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智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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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纠纷化解方式创新研究;

15、多元化司法化解纠纷的公信力研究;

16、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

17、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人民法院调解发展路径研究;

18、网络化治理视角中的社会矛盾多元调处机制研究;

19、完善农村纠纷调解机制对策分析;

20、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价值及构建;

21、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下行政调解的研究;

22、中国特色多元共治解纷机制及其在商事调解中应用;

23、大数据背景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发展研究;

24、基层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化研究;

25、司法改革背景下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26、专业性人民调解平台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27、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践研究;

28、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解决矛盾纠纷机制的思考;

29、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30、“一站式”矛盾调解新机制研究;

31、社会矛盾多元调处机制研究;

32、社会矛盾大调解工作机制建设研究;

33、“枫桥经验”与法治社会建设问题研究;

34、“枫桥经验”对社会基层治理的借鉴与启示;

35、“枫桥经验”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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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纠纷化解;

36、“枫桥经验”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

机制;

37、医患的法益平衡与纠纷解决机制重建;

38、医疗纠纷预防与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39、刑事诉讼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研究;

40、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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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论 文 格 式 要 求

1、论文篇幅 (含注释)在8000字以内。

2、正文首页页脚注明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单位、

职务、职称、学位等。正文后附作者详细联系方式,包括:

通讯地址、邮编、手机号码、电子信箱等。

3、论文格式:大标题 (论文题目,宋体三号加粗)—

作者姓名 (仿宋小三号)—摘要 (黑体小三号)—摘要正文

(150字左右,仿宋小三号)—关键词 (黑体小三号)—关

键词正文 (3—5个关键词,仿宋小三号)—正文 (仿宋小

三号)—正文一级标题 (黑体小三号)—正文二级标题 (宋

体小三号加粗)—正文三级标题 (楷体小三号)—参考文献

(宋体小三号加粗)—注释内容 (五号楷体)。

4、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注释序号用上标方括号加数字

如 〔1〕表示,参考文献采用当页脚注,按国家标准规范

标注。

(1)专著: 〔序号〕作者.专著名 〔M〕.出版地:出

版社,出版年.
(2)期刊文献: 〔序号〕作者.题 (篇)名 〔J〕.刊

名,出版年 (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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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集: 〔序号〕作者. 题 (篇)名 〔C〕.出版

地:出版社,出版年.
(4)学位论文:〔序号〕作者.题 (篇)名 〔D〕.授学

位地:授学位单位,授学位年.
(5)专利文献:〔序号〕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 〔P〕.

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6)报纸文章:〔序号〕作者.题 (篇)名 〔N〕.报纸

名,出版日期.
(7)电子文档:〔序号〕作者.题 (篇)名 〔文献类型/

载体类型〕.网址,发表日期.

5、论文中的数字,除部分结构层次序数、词组、惯用

语、缩略语、具有修辞色彩语句中作为词素的数字必须使用

汉字外,应使用阿拉伯数字。论文中数字表示方法应前后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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