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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榕“碰”上新墙
本报记者 吁 青

本报通讯员 吕慧敏 毛丽婷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加强党
建工作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构建党建“四+”新
模式，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高效实现定分止争，
为基层社会治理勾勒出一幅崭新且充满活力
的“枫”景画卷。

跟着法官去办案

党建党建““四四++””新模式新模式 绘就基层治理新绘就基层治理新““枫枫””景景

五次起诉后，双方当事人终于和解了
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 余小雪

“党建+队建”锤炼司法精锐之师

“ 那 里 也 要 种 上 ，我 想 种 好 多 好 多
菜，等爸爸妈妈回来，让他们尝尝我种的
菜……”近日，媛媛（化名）家的菜地里格
外 热 闹 ，巴 南 区 人 民 法 院 接 龙 人 民 法 庭
法官正忙着种菜。

家住巴南区接龙镇河咀村的媛媛是幼
儿园中班学生。媛媛的父母常年在外打
工，5 岁的她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
活。一年前她发生车祸头部受伤，纠纷诉
至法院后，接龙法庭很快帮媛媛拿到了赔
偿款。

媛媛在幼儿园发的新年愿望卡中写
下：“希望我可以帮家里种菜”。巴南区法
院团委书记黄金驹收到这份特殊的愿望卡
后决定帮媛媛“圆梦”。大家扛着锄头、铁
锹，带上小菜苗来到媛媛家，这些平日里在
法庭上严肃公正的法院干警，此刻在菜地
里认真听媛媛指挥，替她实现“帮家里种
菜”的特殊愿望，用最质朴的方式走进了孩
子内心深处。

“ 法 院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离 不 开 干 警 综
合素能的提升，‘圆梦行动’正是法院坚
持 抓 党 建 带 队 建 ，不 断 锤 炼 司 法 精 锐 之
师的一个缩影。”巴南区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陈浩说。

据介绍，巴南区法院始终坚持“党建+
队建”，不断巩固支部战斗堡垒。各党支部
开展“红色讲堂”“重温入党誓词”“学习先
进模范事迹”等丰富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
让干警在实践中淬炼真本领。院机关党委

常态化开展职务晋级晋升和政治理论水平任
职资格测试，明确把政治理论素养达标作为
干警晋级晋升的“刚性门槛”和“必修课程”，
实现了政治理论学习与职务晋级晋升、职业
发展的有机融合。

“党建+联合”协同织密基层治理网络

“ 原 以 为 土 地 租 金 打 水 漂 了 ， 没 想 到
经过调解这么快就全部拿到了。”在巴南
区法院法官坚持不懈的调解下，春龙村村
民被拖欠四年多的土地流转租金总算有了
着落。

2020 年，春龙村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
与 重 庆 渝 上 美 蚕 桑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土 地 承
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公司从 2020 年 2
月 至 2028 年 12 月 流 转 春 龙 村 843.28 亩 土
地 ， 用 于 蚕 种 生 产 、 经 营 以 及 肥 料 和 食
品销售等，当时村民们都充满期待。

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公司在开始经
营四年多后发展举步维艰，仅支付了村民
一年的土地流转费用。村里多次找公司协
商未果，处境艰难——若是与公司解除合
同，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还须贴钱复垦
土地。

春龙村党支部向巴南区法院求助，法院
与当地司法所、村党支部分工协作，最终成
功调处该纠纷，帮村民们足额兑现租金 40
余万元。

这起纠纷的成功调处，是巴南区法院汇
聚基层自治合力，协同织密基层治理网络的
一个缩影。该院立足“一庭两所”基层治理
架构，与辖区司法所、派出所、村社支部联

合建立“支部共建，联动止争”工作机制，
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
治理效能。2024 年以来，与辖区各基层党
支部开展共建活动 20 余次，化解矛盾纠纷
100余起，帮助村民 1200余人。

“党建+数字”科技赋能提升司法服务

如何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提升司法
能力和水平，巴南区法院一直在探索。

2025 年 4 月下旬，72 岁的赵大爷拄着拐
杖颤巍巍地走进巴南区法院，紧攥着存折的
手微微发抖：“这积蓄分早了怕没人管，分晚
了又怕孩子们闹，我该怎么办呀？”

赵大爷育有一子一女，现由女儿承担赡
养责任。老人虽积攒了十余万元存款，却深
陷“分产恐失养、留产忧纷争”的困境。

巴南区法院立即启动“法映晚晴”适老
型诉讼服务机制，快速制定“法院专业指
导+村社组织实施+全程浸润普法”三阶工
作法，在见证人监督下快速帮助赵大爷完成
了遗嘱订立，并录制普法微视频。案件办理
结束后，由新媒体团队将案件处理过程剪辑
浓缩为 8 分钟普法微课堂，同步发布到基层
党务信息公开平台、社区智慧屏，普及相关
法律知识。

在司法实践中，巴南区法院实现了“从个
案处理转向社会治理”“从被动司法转向主动
服务”“从传统普法转向智慧传播”三个转
变。基于渝快政“基层智治平台”，与派出所、
司法所、村社党支部携手打造“一体化”办公
联络网，为基层纠纷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司
法样本。

“党建+公开”夯实司法公信群众基础

“再插不上秧今年就绝收了！”2025 年 4
月 25 日深夜，马路村村民李志军（化名）打来
的电话惊醒了巴南区法院党员值班岗值班人
员。原来，他家的秧苗屡遭村民张文立（化
名）毁坏，双方剑拔弩张。

2020 年，李志军牵头修建村道，与张文
立协商占用其整块水田并补偿 8000 元，施工
后仅占用田埂一角，但所修道路因路基塌方
损毁张家其他地块，张文立要求收回“闲置”
水田遭拒，自此每年春耕时节必起纷争，“补
偿款到底涵盖多少面积？”“塌方损失如何量
化？”是争议焦点。

次日清晨，党员法官杨开建来到纠纷现
场，在田埂上摆开“地头调解席”。李志军称：

“当年按整块田补偿了费用。”张文立举着卷
尺边比划边激动地说：“修路塌方毁我七分旱
地，超过这块水田。”

“咱们按实际占用面积折算补偿，扣除塌
方造成的旱地损失。”杨开建抹了抹额头的汗
珠，提出解决方案，随即脱鞋径直踏入水田中
着手开始测量。经测量，最终由李志军退还 2
分田，法官现场钉下界桩，纠纷至此了结。

为不断加强司法公开，巴南区法院建立
了进门见党员法官、抬头见党员规范、立案
见案例法规、审理见辨法析理的“人民法庭
四见工作机制”。该院法官长期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巡回审判，赋审判以温度，融情理法
于判决，不断提升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南 粤 初 夏 ， 热 气 裹 挟 着 湿 气 扑 面 而 来 ， 屹 立 在 广
东佛山三水某村村口的古榕树冠撑开如伞盖，一派郁
郁葱葱。难以想象，数月前的一天凌晨，伴随狂风大
作，古榕轰然坍塌，引发了一场关于责任归属的激烈
争执。

“ 这 树 砸 了 我 家 新 砌 的 围 墙 ， 二 三 层 的 护 栏 都 坏
了。建筑公司评估修房要花 8 万元，快赔钱给我！”在
村民小组办公室，刘大爷争得面红耳赤。

“树是先人种下的，快百年了。村民小组既不是所
有 人 ， 也 不 是 管 理 人 ， 凭 什 么 赔 钱 ？” 村 主 任 连 连 摆
手。双方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下。

一 怒 之 下 ， 刘 大 爷 将 村 民 小 组 告 上 法 庭 ， 案 子 交
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白坭人民法庭副庭长
卢泽辉手中。

为 厘 清 真 相 ， 卢 泽 辉 来 到 刘 大 爷 家 。 看 到 半 年 前
砌的围墙被砸坏，他耐心安抚刘大爷，又前往村民小
组办公室，向村主任指出古榕有明显白蚁侵蚀痕迹。

“ 这 树 不 是 我 们 种 的 ， 责 任 不 应 该 落 到 我 们 身 上
啊！”村主任眉头紧锁。

卢 泽 辉 说 ：“ 在 没 有 明 确 其 他 管 理 主 体 的 情 况 下 ，
村 民 小 组 作 为 古 榕 的 实 际 管 理 者 ， 负 有 巡 查 维 护 义
务，否则，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但老刘说 8 万元就是 8 万元吗？”
卢 泽 辉 提 议 在 双 方 监 督 下 摇 珠 确 定 鉴 定 机 构 。 得

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按照流程委托鉴定机构评估，鉴
定意见书最终认定刘大爷房屋的修复费为 1.3 万余元。

刘 大 爷 在 看 到 报 告 后 犹 豫 片 刻 ， 忽 然 挺 直 腰 板 ：
“法官，像你说的，评估机构是我们双方选的，评估流
程、标准也都透明规范。这结果，我认！”

事情有了转机，岂料村民小组那边又出了“岔子”。
村主任向卢泽辉无奈道：“我们不是不愿意赔，可

村里的每一笔支出都受村民监督。要拿集体的钱出来
赔，大家都不同意。我宁愿等法院判决，让大家信服！”

此 后 ， 虽 然 卢 泽 辉 多 次 往 返 沟 通 ， 但 双 方 依 旧 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其间，卢泽辉留意到平时来村里游
玩的旅客络绎不绝。望着在岁月流转中默默守护一方
烟火的古建筑和古树，他意识到，唯有尽快通过判决
明晰管理责任主体，才能让这些历史“瑰宝”得到更
有效的保护。

最 终 ， 卢 泽 辉 依 法 判 决 村 民 小 组 赔 偿 刘 大 爷 房 屋
维修费 1.3 万余元及鉴定费。宣判后，村民小组很快就
主动履行判决，不仅赔偿了刘大爷的损失，还邀请专
业人员对古榕进行修复和加固，并建立了常态化巡查
机制。

如 今 ， 刘 大 爷 修 缮 好 的 围 墙 爬 满 绿 植 ， 重 获 新 生
的古榕在支架支撑下舒展新枝。傍晚，老人们又相约
在树下乘凉唠家常，孩子们追逐着嬉戏奔跑，村庄又
盈满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刘媛媛 尹德岑 文/图

“现在开庭！”近日，莲花湖旁清风拂
面，黑龙江海林市人民法院将庭审现场

“搬”到海林市三道镇边安村，巡回审理
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

“ 我 不 应 该 为 了 一 己 私 利 在 莲 花 湖
非 法 捕 鱼 ， 我 认 罪 认 罚 。” 庭 审 中 ， 被
告人马某悔不当初。 2024 年 6 月正值莲
花 湖 水 库 禁 渔 期 ， 马 某 使 用 名 为 “ 迷
魂 阵 ” 的 禁 用 捕 鱼 工 具 ， 在 莲 花 湖 河
湾 处 非 法 捕 鱼 59 斤 ， 被 当 地 公 安 局 当
场抓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马某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相关规定，禁
渔期在莲花湖禁渔区使用禁用网具捕捞水
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被告人马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其
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
认罚，主动履行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义务，
酌情从轻处罚。最终，判决被告人马某犯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
刑八个月。

“我自愿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放生鱼
苗！”宣判后，被告人马某在当地法院、
检察院、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见证下，履
行生态修复责任，将 1 万余尾鱼苗投放于
莲花湖中。

村民代表参加旁听庭审后，法庭干警
还积极普及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引导
群众自觉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中，达到“审
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庭审后庭审后，，11万尾鱼苗放生莲花湖万尾鱼苗放生莲花湖
本报记者 赵丽丽 本报通讯员 李 萌 文/图

图①：法官在莲花湖旁开展巡回审判。
图②：法官对旁听庭审的群众进行普法宣传。
图③：被告人马某将准备的鱼苗运到湖边。
图④：被告人马某和法院、检察院、农业农村

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起投放鱼苗。

◀法官现场丈量涉诉水田。

窗外绿意盎然，已入初夏，
这已是老李第五次踏进法院大门
了。这是一名满脸皱纹、双手粗
糙的农民工，他攥着一沓泛黄的
记账单，只为讨要六年前的那些
血汗钱。

老李的故事很简单，从南方
小城市来到东北，他和老乡们在
熟人的工地上抹灰，前些年市场
环境好，结算也还算顺利，六年
前干的两个工地的活儿，工友们
的劳务费却至今未结。每次起
诉，被告都信誓旦旦地承诺“下
周就给”。念在老乡多年合作情
谊，老李四次撤诉，可诉一撤，
承诺便石沉大海。没有合同，没
有结算单，连劳务费数额都是口
头约定。

我翻看卷宗，心里发酸。老
李 不 懂 “ 举 证 责 任 ”， 更 不 懂

“ 诉 讼 策 略 ”， 他 只 知 道 ：“ 法
官，我就想要到干活挣的钱好回
老家养病。”

考 虑 到 案 件 证 据 严 重 不
足，如果直接开庭审理，案件
需要进行工作量的鉴定、价格
的鉴定，原告还要继续垫付鉴
定 费 用 ， 最 后 即 便 原 告 胜 诉 ，
后续执行也可能困难重重。于
是，我决定暂停开庭程序，不
再机械地“坐堂问案”。我约见
被告，直白地问他：“如果真不
欠 钱 ， 为 何 五 次 都 劝 人 撤 诉 ？
你们是老乡吧，不然这活儿不
可能给你，干完后才主张劳务
费 ， 知 道 你 们 现 在 难 ， 难 归
难，账得算明白吧。”我尝试引
导 双 方 在 庭 外 进 行 劳 务 费 结
算。转头又找到原告，耐心地
向 他 解 释 目 前 案 件 面 临 的 困
境：“老李，您看，打官司讲究
证 据 ， 现 在 咱 们 手 上 这 些 材
料，要想稳稳当当地把钱拿回
来，确实有些吃力。咱们换个
思路，先和被告好好谈谈，把
账 算 清 楚 ， 确 定 一 个 付 款 方
案，这样对您来说更保险。哪
怕最后还是要走法律程序，这
份结算单或者付款计划也能成

为有力的证据。”看着他眼中的
迷茫渐渐转为思索，我知道他
听进去了。

协商过程并不顺利，被告一
开始还是各种推诿，试图压低金
额。我不断从中调解，一方面安
抚原告的情绪，让他不要因为着
急而轻易让步；另一方面，向被
告分析拒不支付的法律后果，告
诉他拖延只会让自己面临更严重
的法律责任。我对原告说：“老
李，咱们退一步不是认怂，是为
了把这钱实实在在拿到手。咱们
先确定好金额和付款时间，要是
他再说话不算话，咱们就拿着这
份协议，理直气壮地让法律给他
一个教训。” 当原告颤抖着双手
接过被告签字的付款计划时，他
的眼眶红了，紧紧握着我的手
说 ：“ 法 官 ， 谢 谢 您 ， 要 不 是
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一刻，我也倍感欣慰。最终，
原告选择了撤诉。虽然这起案件
没有通过判决结案，但我知道，
我帮他找到了一条更切实可行的
维权之路。

看 着 原 告 离 开 法 院 时 脚 步
都 轻 快 了 些 ， 我 心 里 满 是 感
慨。作为基层法官，我们办的
不仅是案子，更是老百姓的人
生。对很多像原告这样的普通
人来说，法律程序可能既陌生
又复杂，我们多一些耐心地解
释 、 多 一 份 设 身 处 地 地 考 虑 ，
或许就能让他们在维权路上少
走很多弯路。希望这份付款计
划能真正兑现，也希望每一个
劳动者的付出都能得到应有的
回报，这大概就是我们坚守基
层司法一线的意义所在吧。

基 层 法 庭 里 ， 许 多 “ 老
李 ” 被 困 在 法 律 的 “ 迷 宫 ”
中。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法槌
落下的一纸判决，更是有人俯
身倾听，替他们拨开迷雾，在
规则与情理间搭一座桥。我看
向立案庭排队的背影，默默祈
愿 ： 愿 每 份 辛 劳 都 不 被 辜 负 ，
每场纠纷都少些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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