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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教政法〔2015〕88 号 

 

 

洛阳市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健全教育系统矛盾纠纷调解 

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含民办学校）： 

  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优势，积极推进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及时化解教育系统矛盾纠纷，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洛阳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印发〈市委政法委、市综治委关于完善基层矛盾纠纷

预防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洛办〔2015〕12 号）的

有关规定，结合教育系统的实际，现对进一步健全教育系统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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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确立教育系统矛盾纠纷调解优先的理念 

  牢固树立调解优先的理念，把人民调解作为调解教育系统

矛盾纠纷的首选方式，力争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形成

预防为主、调防结合、案结事毕的调解工作机制，努力形成矛

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工作目标。 

  二、建立健全教育系统矛盾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网络 

  组织成立洛阳市教育系统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

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任：黄晓玲 

副主任：尤永政    韩经权    张建伟     介建中 

李振龙    牛宏亮 

成  员：安林青    刘红卫    张平安     王  波     

陈  武    易天水    李中尉     

市教育系统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政法科。

市教育局直属学校设立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各县（市、区）

教育局均应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已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

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要积极、认真开展工作，力求落到实效；

尚未设立的要抓紧时间建立组织，并开展工作。各县（市、区）

教育局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市直学校人民调解工作室，要在市教

育系统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定期分析

本地区、本单位矛盾纠纷的动态，遇到复杂、重大矛盾纠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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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进行调处。 

三、加强教育系统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 

（一）选优配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已经成立人民调解委员

会或者调解工作室的，要积极选聘人民调解员。各县（市、区）

教育局、各级各类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聘请学校法制副校长、

社区民警、律师、退休公务员、家长委员会成员等担任人民调

解员。 

（二）加强调解员培训工作。市教育局将定期对教育系统

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通过开展调解观摩、经验

交流、业务研讨、特邀培训等方式，提高人民调解员依法处理

教育系统矛盾纠纷的能力。 

  （三）加强考核与管理。市教育系统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对各县（市、区）教育局人民调解委员会、市直学校的调

解工作室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各学校负责调解工作室的日常

管理和保障工作，做好人民调解员的管理工作。 

  四、明确教育系统矛盾纠纷的受理范围 

  根据当事人申请，受理调解教育系统矛盾纠纷主要包括： 

  （一）受教育者在学校期间发生的纠纷。如学生在校期间

发生的意外伤害纠纷，老师在管理过程中与学生产生的纠纷，

学校因举办活动致学生意外伤害的纠纷，学生之间发生冲突产

生的纠纷，学生家长与学校行政行为产生争议的纠纷等。 

  （二）因各级各类学校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与管理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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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生的纠纷。如教职员工与单位在工作期间因待遇等问题发

生的纠纷，教职员工与他人和单位因各种原因产生的矛盾纠纷。 

  五、教育系统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原则 

  （一）平等自愿原则。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

进行调解。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

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依法调解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政策的规定和要求，

依据规范程序，受理、调解矛盾纠纷，确保调解工作合法、合

理、合情，坚持调解免费的调解原则，积极维护纠纷各方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三）便民利民原则。将人民调解与法律宣传、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等工作有机结合，整合司法行政资源，做到综合服务、

及时调处、高效化解。 

  六、规范教育系统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程序 

  （一）教育系统矛盾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调解委员

会申请调解，调解委员会应当受理，确有必要可以并会同学校

调解工作室开展调解工作。学校调解工作室也可以根据单位、

群众的需求或纠纷排查线索主动介入调解，但不得因矛盾纠纷

当事人拒绝调解或调解不成阻止当事人起诉、申请仲裁等。 

  （二）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室）调解纠纷，应当分别向

双方当事人询问纠纷事实和情节，了解双方的要求及理由，做

好调解前的准备工作。在调解前应当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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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人民调解的性质、原则和效力，以及当事人在调解活动

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三）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室）应在查明事实、分清责

任的基础上，根据纠纷性质、难易程度，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方法，开展耐心、细致的说服疏导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

互让，消除隔阂，达成解决纠纷的意向。 

  （四）调解纠纷调解成功的，要制作书面调解协议。调解

协议书应符合人民调解协议书规定的载明事项。调解协议书自

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

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室）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

人各执一份，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室）各留存一份。调解协

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调解不成功

的，应当终止调解，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告知当事

人可以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防

止矛盾激化。 

  （五）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室）调解矛盾纠纷，一般在 1

个月内调结。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在 1 个月内调结，经双方当事

人同意，可以适当延长调解期限，但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 30 日。 

  （六）调解纠纷应当进行登记，制作笔录。调解委员会（调

解工作室）应当建立调解工作档案，将调解登记、调解工作记

录、调解协议书等材料立卷归档。 

  七、建立健全教育系统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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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作例会制度。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室）应定期

召开工作例会，研究工作计划，交流经验做法，查找工作中的

薄弱环节，分析当前矛盾特点，会诊重大疑难纠纷。 

       （二）工作台帐制度。要制订统一格式的《教育系统矛盾

纠纷调解移送函》、《教育系统矛盾纠纷调解回复函》和《教育

系统矛盾终止告知书》，使用统一格式的《人民调解登记簿》、《调

解卷宗》和统计报表，规范日常工作。 

      （三）回访制度。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室）对已调结的纠

纷，特别是较复杂的或有可能出现反复的纠纷进行走访、了解

情况，及时掌握协议履行情况和当事人的思想状况。 

       （四）经费保障制度。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室）所需要

的办公经费由所在单位负责解决，并列入年度预算，专项列支。 

 

 

 

2015 年 5 月 20 日 

 

 

 

 

 

洛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5 年 5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