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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丘：“代表的意见是改进工作的动力”
本报记者 刘熠博 本报通讯员 曹雯政 王昭然 宋佳潞 文/图

夯 实 基 层 治 理 之 基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新化县维山乡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陈梦林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深知基层矛盾纠纷千头万绪、复杂
多样，社会基层治理尤其需要司法的服务和保障。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我曾多次参与基层矛盾纠纷的调
处和化解，见证了基层法官开展巡回审判，深入农家小院、田间
地头，用贴近生活的语言，将复杂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易于理解、
打动人心的道理——这让我真切感受到人民法院发挥职能，为
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一线所付出的努力。

建议人民法院深层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司法力
量下沉。一是强化基层普法宣传。我愿发挥自己的微薄力
量，与法官一起，共同将法治的种子播撒到乡村的每一个角
落。二是深化巡回审判。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出更多便
民司法举措，进一步拓宽司法服务覆盖面，让基层群众拥有
更多司法获得感。三是加强与人大代表、基层群众的联
系。建立更加畅通的反馈机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
议，为构建平安乡村、法治乡村贡献更多司法力量。

（汐 宁 王倩宜 整理）

把陪审所得带回社区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人民陪审员 曹海敏

为农民送上“法治护身符”

浙江省人大代表、杭州沃农现代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建伟

我是一名从事草莓种植业的农民代表，也是“新农人”
群体中的一员。近年来，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爱农业、懂
技术、善经营的知识型“新农人”投身乡村这片创业热土，充
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农业强国建设。带领大家种草莓的
这些年，我深切感受到，只有守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才能
让“新农人”这份职业更有奔头、更有希望。对此，人民法院
应主动担负起“司法护农”的重要职责。

在当地，我了解到，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聚焦“三农”
发展需求，积极构建了司法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充分
发挥“共享法庭”功能，特设农创客“共享法庭”，草莓小镇、
柑桔产业服务站“共享法庭”等，快捷解纷，在线普法，精准
赋能辖区特色农业发展。连续三年选派法官担任“法治副
村长”，广泛开展进农村、进农家、进农心系列活动，积极预
防和化解农业农村发展中易产生的各类法律风险和法律纠
纷，把“法治护身符”送到了农民手上。

农业本身是一个投入大、产出慢、风险高的行业，然而“新农
人”遇到法律问题时，常常束手无策。为更好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护航农业生产，我建议，人民法院要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高质高效审理涉农纠纷，努力做到服务最优、兑现最实。要持
续开展巡回审判，实质化运行“共享法庭”，选取典型涉农纠纷
案件，选定田间地头、温室大棚等亲农近农的开庭地点，实现“审
理一案，治理一片”。要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持续选派法官“送法
下乡”，培养更多的“法律明白人”，帮助“新农人”群体更安心、更
专心地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魏 澜 叶晨鑫 整理）

重庆二中院：重点联络 共话“枫桥”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袁 虹 刘 晶 文/图

“后天就把钱打你账上”
刘 洋 李晓梅

2023年，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陪审员，这
份荣誉与我十余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交织在一起。

在社区，作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我熟悉邻
里的大事小事；在法庭，我开始接触形形色色的
社会矛盾，加深了对法律的理解。两年的陪审
生涯，让我深刻体会到：人民陪审员不仅是司法
公正的见证者，更是连接法院与社会的桥梁，关
键在于如何将陪审所感所获，转化为滋养社区
治理的甘泉。

坐上陪审席学到的第一课，来自一起未成
年人盗窃案。被告人席上那瘦弱的身影，以及
其因家庭监管严重缺失导致在取保候审期间再
次犯罪的经历，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

法槌落下，案件审结，一个社区治理的痛点
浮现在我的脑海：这个孩子可能并非孤例，我服
务的社区也许同样存在缺乏有效关爱和引导的

困境少年，家庭支持体系薄弱是导致他们走上
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

带着这份沉重的“诊断书”，我没有停留于
法庭的感慨。待庭审结束，我精准对接社区，了
解社区困境儿童情况，并定期探访一名情况相
似的困境儿童。送去生活物资之余，我与他分
享这个案例的启示。看着他眼中重新燃起的光
亮，我感受到，将司法洞察转化为具体的社区干
预行动，正是陪审参审之后的关键一步。

随着陪审工作的深入，我也接触到不少关
乎群众切身安全的新型犯罪。参与审理跨境网
络诈骗案时，从“甜蜜”的境外交友陷阱到“高回
报”的虚假理财 ——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让人
防不胜防。坐在庄严的法庭上，我忧心如焚：这
些精心设计的骗局，对社区里信息相对闭塞的
老年人，威胁尤其巨大。

问题已“诊断”清晰，但传统的说教式普法
显然力不从心。如何为社区开出一剂更有效的

“防护良方”？
我决定突破常规——从社交媒体平台学习

生动的表达形式，将法庭上获取的真实案例“翻
译”成通俗易懂的剧本，联合社区志愿者自编自
演一场情景短剧。

在社区广场上，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反诈
故事吸引了众多居民，尤其是老年朋友。他们
恍然大悟：“原来诈骗套路就在身边，这下知道
怎么防了！”

从“坐堂听案”到“街头演案”，陪审席上感知
到的“风险图谱”，通过创新形式转化为社区安全

“防护盾”。这让我确信，将司法资源创造性转化为

接地气的治理工具，是提升社区“免疫力”的关键。
然而，治理之路并非一劳永逸。最近参与审

理的一起“帮信罪”案件，为我再次敲响警钟。被告
人为蝇头小利——4000 元出借银行卡，导致 30 余
万元赃款被转移，最终锒铛入狱。这种令人扼腕
的“侥幸心理”，暴露出更深层次的治理顽疾：部分
群众对法律红线存在严重认知盲区。

显性风险尚且可防可控，但根植于思想深处
的认知“病灶”不除，治理成果将难以巩固。这让
我深刻认识到：热闹的普法活动只是起点，根除认
知“病灶”则需要更持久的“靶向治疗”。

于是，在银行网点、社区活动室，我反复向社
区居民剖析这个惨痛案例，用最直白的语言直击
要害：“身份证、银行卡就是‘经济命脉’，图小利出
借，等于亲手打开灾祸之门，一次轻信，一生后
悔！”这种持续、精准、聚焦要害的“靶向”普法，旨
在消除侥幸心理，弥补认知缺陷，在居民心中真正
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法治思想堤坝。

回望两年陪审路，我慢慢经历了角色的蜕变：
从留意个体遭遇，到堵住治理漏洞，再到培育法治
精神。每一次庭审，都是对基层治理命题的深刻
洞察；每一次走进社区，都是将司法智慧转化为治
理实践的宝贵探索。

未来，我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挖陪审
“富矿”，让法治之力在社区治理的土壤中扎得更
深、长得更壮。

近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展“深入推
进‘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重点联络活动，23
名代表委员受邀参加。

活动期间，代表委员实地视察了重庆市万州区
人民法院大周人民法庭，开州区人民法院汉丰湖人
民法庭及鲁渝协作蔬菜产业基地，梁平区人民法院
袁驿人民法庭“良法守望”农村留守儿童司法保护
工作室及城口县人民法院庙坝人民法庭等地。

本次活动向代表委员展示了法庭推动多元解
纷的实践成效，又为代表委员履行监督职责、了

解法院工作搭建了平台，得到了代表委员们的充分
肯定。

图①：代表委员参观大周法庭。
图②：代表委员向汉丰湖法庭工作人员了解案件

调解情况。
图③：代表委员参观袁驿法庭“良法守望”主题

木版年画。
图④：代表委员在重庆山神漆器有限公司了解司

法服务保障漆艺制作工艺传承情况。

近日，河南省商丘市人大常委会组织 6 名人大代
表到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睢县人民法院调研“枫
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工作。

代表们实地参观了睢阳区法院新城人民法庭、
凯旋人民法庭、李口人民法庭，以及睢县法院河堤
人民法庭、董店人民法庭，听取了关于辖区内产业
文化特点、案件办理质效、党建和队伍建设等情况
介绍，深入了解了人民法庭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研判多发性案件特点、指导人
民调解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代表们对人民法庭在践
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中取得的经验做法予以充分
肯定，并对下一步“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工作提

出具体意见建议。
“代表的意见建议是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的动力。”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飞表示，将以此
次调研为契机，更加自觉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不断提升

“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水平。

图①：代表们在新城法庭金银花调解室了解解纷
工作。

图②：代表们在新城法庭听取情况介绍。
图③：在河堤法庭诉讼服务中心，人大代表用手机

扫描二维码获取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
图④：在董店法庭，人大代表观看普法短片。①①

③③②② ④④

①①

③③

②② ④④

“今天‘调解’，后天‘履行’，中间只隔一
天，还是被告提出的，我是头一次见！”近日，
在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大代表、特邀调解
员周忠梅的调解下，两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圆满化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律师忍不
住点赞道。

天阙广场毗邻彭城广场商圈，是徐州集
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体验式综合体。从事装
饰装修工程的薛某承包了这里 12 家商铺（公
寓）的装修工程，由本案原告时某的建设公司
负责具体施工。不料，商铺投入使用后，由于
资金紧张，薛某拖欠了 26 万元工程款一直没
有支付。多次沟通无果后，时某将薛某诉至
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支付工程尾款、违约
金等共计 30万元。

“当初我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才把工程
给的他。做生意谁没有难的时候，他竟然起
诉我！行，那就把官司打到底！”薛某得知自
己被诉，火冒三丈。

先行调解阶段，双方更是互相指责，原
告表示自己已经在金额上作出让步，被告则
认为工程质量有问题，而且对方太不念旧
情。调解中，薛某态度消极，不愿再沟通，
甚至连电话都不接了，双方律师都感到很
棘手。

案件虽不复杂，但二三十万的债权债务，
对于两家小微企业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为
了妥善解决纠纷，法官邀请周忠梅参与调解。

周忠梅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对处理基层
矛盾纠纷和小微企业经济纠纷经验丰富。她

认为，经济纠纷算清账并不难，难的是修复双方
关系，为企业合作共赢、后期发展扫清障碍。

“你们能顺顺利利完成工程，说明你们互相
认可，彼此信得过，继续合作基础好！眼下 26万
元欠款是道坎儿，解决得好，情分还在。多个朋
友多条路，往后多合作几次，效益何止这个数！”

“原告要体谅被告的难处，现在行业不景
气，能把工程交给你，说明他对你有情有义。
做生意要看长远，不要因为暂时的困难失去好
伙伴。”

……
在周忠梅的和风细语下，原、被告最终尽释

前嫌。
“18 万元！其他我都放弃，诉讼费我来承

担。”时某率先表态。
“你讲究，我也得对得起你。履行期我只要

一天，后天就把钱打你账上！”薛某同样豪爽
回应。

于是，在周忠梅的见证下，两起相关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在两小时达成协议。双方当事人在
笑声中当场签收了民事调解书。

据统计，自鼓楼区法院建立人大代表特邀
调解机制以来，类似本案邀请各级人大代表走
进法院、倾听当事人诉求，以联动模式化解的矛
盾纠纷已有 160余件。

“我们将‘人大代表联络站’‘特邀调解工
作室’与立法联系点深度融合，构建多元解纷
体系，在拓展代表履职渠道的同时，增强了司
法资源与社会资源的解纷合力，取得显著成
效。”鼓楼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娟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