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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做到预

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

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湖北省人大代表，巴东县沿渡河镇石喊山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田 昊

要做实先行调解，提升涉企纠纷调解的灵

活性、专业性、针对性，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

高质量发展。”
“

先行调解纾解营商之“困”

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嘉陵江桐子壕航电开
发有限公司水工专责工程师 蒋 勇

司法拥军 事心双解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于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主任 钟 敏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
元、类型复杂、成因交织等新特点，人民法院在推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中的职能作用愈发重要。为更好化解矛盾纠
纷、维护社会稳定，我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优化诉服体系，提供便捷服务。群众对司法的
需求不只是公正裁判，还在于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纠
纷解决方式。一方面，要完善线上立案、跨域立案、电
子送达等便民措施，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减
轻群众诉累；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家门口法庭”“巡
回审判点”，强化人民法庭建设，确保偏远地区群众也
能获得便捷优质司法服务。

二是激活基层力量，前端化解矛盾。人民法院既要
做好纠纷“末端治理”，也要注重“前端预防”。建议法
院积极推广“法官+调解员+网格员”协同工作模式，
充分发挥基层治理力量的优势，努力实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建立健全“调解+司
法确认”机制，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保障调解成
果落地见效。探索“示范诉讼+批量化解”模式，选取
典型案例，带动同类纠纷批量化解。

三是加强府院联动，推动社会治理。深化府院联动
机制，不仅有利于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也有助于实现高
水平社会治理。建议法院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机制，切实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对征地拆迁、
民生保障等易发纠纷领域，建议法院提前介入，提供法
律指导，从源头减少群体性纠纷和批量案件的产生。

（本报记者 蔡 蕾 本报通讯员 谭元贵 向
梦 整理）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企业代表，我深刻了
解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更多选择的诉讼服务对企业发
展的重要作用。先行调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
抗，节约诉讼成本，为企业纾困解难，成为化解涉企纠
纷的重要方式。为做好先行调解工作，我向人民法院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坚持分类施策，提升调解灵活性。人民法院应
充分考虑涉案企业的实际情况，建立“分类施策”的先
行调解机制。对于资金周转困难但仍有发展潜力的企
业，可探索实施“柔性调解”策略，引导双方达成分期
履行、以物抵债等协议，以减轻企业负担，避免生硬裁
判影响企业商誉。对于恶意逃避债务的企业，则应采取

“刚性调解”措施，加大调解力度，确保债权人合法权益
得到有效维护。此外，法院还可充分运用线上调解平
台，为出差当事人、异地企业提供便捷的远程调解服务。

二是引入多方力量，提高调解专业性。为提升先行
调解工作的专业性和成功率，法院应积极联合工商联、
行业协会、商会、综治中心等多方力量，共同开展涉企
纠纷先行调解。利用相关行业协会、机构熟悉行业运行
规则、了解企业经营模式的优势，为先行调解工作提供
专业的意见和有力的支持。

三是建立问诊机制，增强调解针对性。法院应主动
走访企业，了解企业在合同履行、劳动争议等领域的司
法需求，有针对性地出台服务民营企业纠纷化解工作指
引，为先行调解工作提供明确的指导。同时，畅通企业
反馈渠道，针对企业反映的行业共性问题和部门监管漏
洞等，及时向有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推动构建“企业
反馈+司法服务+制度完善”的服务格局。

（本报记者 姜郑勇 本报通讯员 甘文玉 整理）

站在江西省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
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看着墙上泛黄的历史
图片、展柜里带着岁月痕迹的文献实物，90
多年前中央红军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二万
五千里征途的壮阔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作为这座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同时也
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深知，长征永远
在路上，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对于人民法院而言，如何赓续红色血

脉，谱写司法拥军新篇章？我了解到，在
这片红色沃土，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正
书写着它的答卷。

与长征渡口隔河相望的盘古山人民法
庭，是于都法院高标准打造的一家拥军法
庭。作为涉军维权的一名特邀调解员，我
对一起案件印象深刻。

胡某某系一名烈士遗孀，因颅内动脉瘤
破裂入院治疗，产生高额医疗费用，造成家
庭经济困难。其家属想通过医疗保险获得理
赔，但保险公司认为，胡某某购买的保险产
品停售后，经保险公司提醒，胡某某未按要
求转保，也未按要求继续投保，遂拒绝理赔。

案 件 立 案 后 ， 法 院 启 动 “ 绿 色 通
道”，庭前调解该案，我作为特邀调解员
受邀参与调解。借助群众对人大代表比较
信任的优势，我与胡某某及其家属聊治疗
情况、谈生活经历，逐步消除了胡某某及
其家属的不满情绪。承办法官、退役军人
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则趁机给胡某某及其家
属讲情讲理讲法，让他们了解法律的相关
规定、弄清保险公司理赔的相关要求，之

后，又从实际出发，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
最终，保险公司给予胡某某 2 万元的经济补
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胡某某的经济困难。

既解法结，又解心结。一起涉军纠纷的
圆满化解，让我看到这背后人民法院从政治
上看、从法治上办，坚持“事心双解”的责
任与担当。

不止于此，我还了解到，近年来，针对
涉军纠纷，于都法院创设了一系列特色机制
和做法：建立军地沟通、协同处置机制，让
涉军事务的处理更加顺畅；设立祁禄山红军
小镇诉讼服务站、长征源调解工作室、赣法
驿站等 46 个遍布城乡的红色解纷站，将很
多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由老党员、红军后
代、退役军人组成专职调解队伍，用质朴的
语言、真挚的情感化解矛盾纠纷，助力基层
社会治理；常态化开展“送法进军营”“红
色法庭开放日”活动，让法治的种子在军营
中生根发芽……于都法院在司法拥军中不断
创新举措，积极化解矛盾，有力维护了军人
军属的合法权益。

为进一步做深做实涉军维权工作，结合

这些年的工作体会，我想向人民法院提几点
意见建议：

一是提升涉军案件的办理质效。进一步
优化拥军法庭的工作流程，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与部队、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的联系
沟通，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提升涉军案件的
办理质效。

二是加大涉军纠纷的先行调处力度。进
一步发挥红色解纷站、长征源调解工作室等
阵地作用，加大对调解员的培训力度。完善

“法院+乡镇+村社”多元解纷体系，建立矛
盾排查预警机制，做到涉军纠纷早发现、早
介入、早化解。

三是将红色基因融入法院工作。借助
于都县红色资源丰富、革命底蕴深厚的优势，
组织法院干警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通过重
温长征历史、聆听革命故事等，厚植司法为民
初心。打造“红色法治教育基地”，开展“红色
普法进社区”等活动，将红色基因融入普法宣
传工作中，提升群众的法律意识。

（本报记者 胡佳佳 本报通讯员 刘
荣霞 整理）

他让贫困村变成了示范村
周凌云 徐晰玙

青山隐隐，绿水迢迢，在地处浙江母亲河——钱塘江源头的开化县马金镇高合村，可以看到

一幅产业强劲、景秀宜居、民生富足的和美画卷。“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村里的“领头雁”使

高合村从一个省级扶贫重点帮扶村“变身”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带领村民们走出了一条山区

共富的新路径。这个“领头雁”，就是衢州市人大代表，开化县马金镇高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张雄富——

张雄富（左）在小甜
枣种植基地向村民了解
枣树生长情况。

资料图片

从“鞋服老板”到乡村振兴“领路人”

走进高合村，村口张廷阳家雪白的院墙
上，“人人有事做 家家有收入”十个朱红大
字跃入眼帘。

“ 当 时 村 里 要 刷 这 标 题 ， 我 第 一 个 赞
成！”2020 年，在外地务工的张廷阳回到村
里，专心打理甜枣林，农闲时在村口摆个小
摊 卖 土 特 产 和 饮 料 ， 年 收 入 能 有 10 余 万
元。“守着家就能挣钱，日子和小甜枣一样
甜！”张廷阳笑着说，自己的生活就是这十
个字的生动写照。

然而在八年前，高合村却是另一番光
景：作为省级扶贫重点村，高合村既无产业
支撑，又无稳定收入，年轻人纷纷外出打
工，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

“村庄发展离不开产业，有了产业才能
带领乡亲们真脱贫。”得知家乡发展不如人
意，2017 年，乡情难舍的张雄富放弃了在
江苏扬州经营多年的鞋服生意，毅然返乡。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天，面对空白的账
本，张雄富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村里的面
貌，摘下“穷帽子”，带领村民们走出一条
产业致富之路。

为此，张雄富积极走访调研，带领村两
委抓住浙江省委、省政府“千企结千村、消
灭薄弱村”专项行动的契机，积极为村里对
接、引进了“金禧漫居”民宿项目。

野 趣 横 生 的 民 宿 、 完 善 齐 全 的 设 施 ，
还 有 满 眼 绿 意 的 风 景 …… 独 一 无 二 的 体
验，让高合村一跃成为周边游客最喜爱的
休憩地之一。

“我们住在村里，白天参加了赶鸭子比
赛、下水捉泥鳅、摘水果等活动，晚上还

准备去看露天电影，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很有意思。”2025 年五一期间，来自杭州的
游客应安钰站在田埂上，脚上沾着泥土，
脸上笑得很开怀。

除了“金禧漫居”民宿项目的建立，村
里的农业重点扶持项目也相继落成。

张雄富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以经济合
作社、合作企业和专业协会等为合作主体，
带动创业大户和小农户共同创业就业。通过
搭建乡情恳谈会和节庆联谊等沟通平台，12
名创业大户、乡贤等加入合作创业组织，推
动小甜枣、中草药、清水鱼等八大共富基地
建成创收，每年用工 5000 余人次，发放村
民工资近 200 万元，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60
余万元。

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为高合村的振
兴发展打开一片新天地。

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代表，从最初履职
时的“不知所措、无从下手”，到现在的

“小有所得、略有所成”，张雄富有自己的履
职“三字诀”。

“做好履职工作，关键在于践行‘联、
研、融’三字要诀。”张雄富分享道，“一是
常联常亲，要把惠民政策带下去，把群众呼
声带上来；二是深入调研，要把问题找准，
把建议提实；三是融入大局，找准本职工作
与代表履职的结合点，全力干出彩。”

在高合村，一片近 200 亩集中连片的平
整土地格外醒目。错落有致的油菜花田构成
了一幅充满希望的田园画卷，这正是土地整
治带来的显著成效。

过去，高合村田地连片面积小、位置偏

僻、基础条件差，村民耕种意愿低，种粮大
户流转也不积极，土地极易抛荒。得知村民
为土地抛荒而忧心，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促进村民增收，张雄富深入调研了不同乡镇
的几个村，并多次走访农业承包大户和普通
农户，寻求破题良方。

“一个村的土地太少，能不能联合几个
村共同整治，扩大范围？”

“土地要整，路也得修一下，让车辆进
出更方便。”

……
在 广 泛 收 集 群 众 关 于 耕 地 “ 非 农 化 ”

“非粮化”整治工作的意见建议后，张雄富
系统梳理调研成果，并于 2023 年 2月衢州市
两会期间，提交了 《关于做好粮食生产功能
区“非粮化”整治优化工作“后半篇”文章
的建议》。

对此，农业农村、交通等部门高度重
视，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和规划布局，扎实推
进建议落地落实——如今，高合村农业基地
四周的沟渠、道路等基础设施已逐步完善，
村集体每年可实现约 10 万元的租金收入，
为农业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前土地不好种，进出也不方便。现
在整治好了，我家 3 亩多的地就算自己不
种，租出去一年也有 2000 多元收入。”村民
朱晓红高兴地说。

当好基层矛盾纠纷“消防员”

“江大妈，身子骨还硬朗吧？屋里头都
顺心不？”2025 年 1 月 2 日一大早，张雄富
便和开化县人民法院马金人民法庭庭长郑龙
呈一同前往江老太家中回访，询问子女是否
照料到位，查看居住环境是否舒心。见到屋

内整洁有序，江老太脸上洋溢着笑容，两人
这才放下心来。

这是一起赡养纠纷。此前，张雄富受郑
龙呈邀请，参与该起纠纷调解，借助“代表
说理+法官说法”机制，促成 6 名子女对江
老太的赡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江老太的

“烦心事”终于解决了！
巡回审判、联合调解、案后回访……张

雄富对开化法院助力基层治理方面的工作印
象深刻。与此同时，借助人大代表参与、监
督法院工作的契机，张雄富还学会了“依法
治村”，主动将法治知识融入高合村的治理
实践——

针对相邻、赡养等常见纠纷，他组织
村干部、网格员和老党员主动排查、上门
调解，力争将矛盾化解于萌芽；面对复杂
或久调不决的纠纷，则及时联动村里的结
对法官开展联合调解，提升专业性和公信
力；坚持常态化回访，通过和村民“唠家
常”，细致了解协议履行情况，确保纠纷实
质化解。

此外，张雄富还邀请马金法庭法官指导
修订村规民约，将“诚信合法经营”“文明
规范停车”等要求融入其中，显著增强了村
规民约的法治内涵与约束力。

如今，高合村一跃成为“浙江省民主法
治村”。一套既源自法庭经验，又结合乡村
实际的治理良方，有效提升了村民的法治素
养和村庄的善治水平。

“ 希 望 充 分 发 挥 人 民 法 庭 ‘ 前 哨 ’ 作
用，有效拓宽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服
务群众的渠道，不断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
解水平。”张雄富盼望着，以法治力量，切
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