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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新） 7月9
日，2023 年大汶口文化论坛暨大
汶口文化品牌建设论坛在岱岳区大
汶口镇举行，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 6 月 2 日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
大汶口文化研究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助力泰安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为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贡献民间力量。

泰 山 学 院 泰 山 研 究 院 研 究
员、著名泰山文化学者周郢，山东
外 事 职 业 大 学 学 术 委 员 会 副 主
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魏伯
河，泰山文化学者温兆金，大汶口
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泰山
古村乡愁博物馆馆长周传武等分别
从大汶口文化的历史价值、深远影
响、创新传承、古为今用、数字化
建设等方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论坛期间，与会人员实地参观
了山西会馆、明石桥、大汶口遗址
博物馆、大汶口民俗博物馆，实地
感受大汶口文化的魅力。“这次论
坛系统研究探讨了大汶口文化的历
史价值、时代价值，为深入做好大
汶口文化的传承发展尽了绵薄之
力。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把大
汶口文化品牌培育好、推广好、发
展好，为传承发展好优秀传统文
化、地方文化，打造文化品牌作出
更大贡献。”泰山国际品牌文化研
究 院 荣 誉 院 长 、 研 究 员 董 传 元
表示。

据了解，本次论坛由泰山国际
品牌文化研究院、深圳齐鲁文化研
究会、大汶口民俗文化博物馆、大
汶口文化交流促进会、泰山古村乡
愁博物馆联合主办。

本报讯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池彦明）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连日来，泰安高新区房村镇综
合文化站持续开展“公益电影放
映”文化惠民活动，一场场精彩的
电影满足了广大居民观影需求，点
亮了乡村文化“夜生活”。

镇文化站根据群众需求，选取
了众多贴近百姓生活、弘扬时代主
旋律的优质影片，让广大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同时，镇
文化站在“七一”等重要节点，广
泛开展红色电影放映活动，精选经
典革命影片在各村巡回放映，让大
家在观影中重温党的峥嵘岁月和光
辉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公益电影放映
点亮乡村文化生活

大汶口文化品牌
建设论坛举行

泰安市仲裁办党组书记、主任于锋：

打造“枫桥式仲裁”泰安样本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池彦明 文 陈阳 图

1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
在前面。泰安仲裁委是如何发挥仲裁非诉解纷优势，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6月27日，泰安市仲裁办党组书记、主任
于锋参加《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把手访谈》，回答
主持人提问。

2 主持人：目前仲裁制度的社会知晓率还不够高，请问在宣传推广仲裁制度上有什么计划
打算？

于锋：仲裁制度的宣传推广是
一项长期任务，泰安仲裁办立足扩
大“公信如泰山”仲裁品牌影响力，开
展了形式多样、角度多元的宣传推介
活动。一是聚焦“走出去”普法，主动
宣传推介仲裁制度。定期开展仲裁进
商会、进企业、进机关、进律所、进社
区、进高校等“六进”活动，上门送法
普法，举办仲裁法律知识讲座，宣讲

仲裁法律制度和相关案例，提高仲裁
制度的社会知晓率。二是聚焦行业协
会重要载体，提升仲裁服务水平。主
动对接金融、建筑等重点行业服务需
求，深入泰安重点行业协会，采取联
合举办仲裁知识培训、召开座谈会等
形式，更好服务各领域纠纷矛盾化
解。加强与律所、法律服务所的联
系，总结推广仲裁参与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经验做法，不断提升仲裁服务的
深度与广度。三是聚焦基层社会治
理，延伸仲裁服务。充分发挥仲裁在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把仲裁服务
延伸到基层，注重发挥县（市、区）仲
裁分会的职能，主动融入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体系，推动仲裁与诉讼、人民
调解等机制一体联动，共同推进仲裁
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3 主持人：据了解，诉裁衔接是泰安仲裁委今年的工作重点，请问在推动诉裁衔接方面泰
安仲裁委做了哪些工作？

于锋：诉裁衔接是加强诉源治
理、减少诉讼纠纷、推动法治泰安
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得到了市中
院和各基层法院的全力支持。一是
健全工作机制。3 月份，泰安仲裁
委与市中院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
步完善诉讼与仲裁衔接工作机制的
实施意见》，就加强诉讼和仲裁沟通
协调、完善案件分流调解工作机制
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建立了联席会

议制度，进一步完善仲裁与诉讼衔
接措施。二是加强队伍建设。专门
增聘了 29 名有丰富实践经验、业务
水平高、办案能力强的专家型仲裁
员，其中有13名退休法官，同时还聘
用了部分高素质仲裁秘书，由这些专
职仲裁员和仲裁秘书，为当事人提供
专业化的仲裁调解服务。三是配备
办公场所。积极争取基层法院支
持，已在新泰、肥城、东平三家法院完

成实体入驻，设立了标准化的仲裁调
解室，目前已分流法院诉前调解案件
100 余件。四是优化办案程序。对
原有工作流程进行调整和制度化设
计，就案件的交接流程、风险把控、调
解协议的确认和执行等方面有效对
接，进一步简化诉前分流案件的办案
流程，力求实现“当日案当日结”，使
更多的矛盾纠纷高效化解在诉前，畅
通群众的非诉纠纷解决渠道。

于峰参加《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把手访谈》栏目。

于锋：泰安仲裁委员会作为市
政府组建的全市唯一民商事纠纷仲
裁机构，始终坚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法治思想，突出仲裁服务职能，着
力打造“枫桥式仲裁”泰安样本，依法
仲裁了大量经济纠纷，在法治政府创
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维
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2020 年以来，连续 3 年年办案
数、标的额、财政贡献等主要业务指
标均列全省前5位，泰安仲裁已经成
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一支重要法治力量。

一 是 建 立 仲 裁 工 作 网 络 。 采
用“仲裁分会+仲裁发展促进会”的
建设模式，在 6 个县（市、区）和泰安
高新区组建起县域仲裁网络，解决了
仲裁在基层承接载体建设和有人干

事的问题。建立起领导干部及科室
包保仲裁分会制度，加大对仲裁分会
考核督导和奖惩力度，激励各仲裁分
支机构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仲裁服务
网络向乡镇（社区）、企业延伸，筑牢
仲裁事业发展基础。二是增强仲裁
服务供给。持续深化“一次办好”改
革，在全省率先实现了仲裁全流程进
驻市公共法律服务大厅。推动立案服
务大厅“软硬件”双重升级，实现仲裁
法律咨询、立案、缴费、保全、调解、审
理、裁决“一站式”办理，打造了集约
高效、多元化解、便民利民的仲裁服
务平台。三是实施“智慧仲裁”工
程。开发建设仲裁智慧办案平台，打
造“网上仲裁”“一网通办”新模式，推
动仲裁服务提档升级，网上立案
率、系统办案率达 90%以上，当事

人足不出户即可体验“掌上办”“24
小时不打烊”的便捷仲裁服务。四
是健全案件管控体系。全面修订完
善了 《仲裁规则》 等规章制度，编
印完成《仲裁业务制度汇编》《仲裁
办案实用手册》，制定出台《案件评
查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扎 牢 制 度 笼
子。完善文书审阅核查和专家委员
会重大疑难案件咨询制度，健全案
件风险防控管理体系，确保每一起
案件实体公平、程序公正、文书规
范。五是加强仲裁队伍建设。突出
抓好仲裁员、仲裁秘书业务能力和
作风建设，强化学习培训和管理监
督 ， 建 立 仲 裁 秘 书 绩 效 考 核 制
度，探索仲裁员分类管理模式，进
一步提高仲裁队伍的综合素质，为
仲裁事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村民围坐在一起观看公益电影。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