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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吕思琪 文/图

“土地不变是最好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段春山 本报通讯员 张冰一

◀图为荣成法院法官在综治中心为当事人进行调解。

乌云聚散 感动留存
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港北人民法庭 陈建明

巧解羊啃庄稼“拉锯战”
又是一年农忙时，田野里的麦田泛着新绿。
这天一上班，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

长刘宁坐在办公室里，盯着一纸诉状，眉头紧锁，“一
个案情并不复杂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年来，多次
协商不成、调解无果，这邻里之间究竟有什么解不开
的矛盾？一定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吗？”

““法治套餐法治套餐””守护游客守护游客““安心游安心游””
本报记者 姜郑勇 本报通讯员 杨雅惠 张 沁 文/图

跟着法官去送法

图①：法官向游客发放中英韩三语《游客法律援
助手册》。

图②：法官为旅游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
图③：峨眉山旅游环保法庭法官线上了解纠纷

情况。
图④：“云上金顶”旅游普法小分队在巡回审判车

内为游客提供法律咨询。

一年之计在于春。伴随着新绿，黑龙江省东宁市人民法院
老黑山人民法庭庭长滕洪喜沿着山路，来到了大肚川镇太平川
村的一处山坡，看到了相邻两块地中间的木桩，放下了心。

这两块地，上坡由老薛种 23根垄，下坡 18根垄由老张种。
看到滕洪喜，老薛、老张各自放下了手里的活，走到了木桩

前，两双手共同按在木桩上，笑呵呵地说：“我们老哥俩守着这个
‘定心桩’，和和气气种地，种出幸福生活。”

而一年前，他们还因为种地怒容满面。
2024 年春耕时，老张、老薛为谁种地界一根垄争吵起来，互

相纠扯着到村委会要求解决，调解员调解无果后，联系老黑山法
庭处理。

东宁是边境城市，为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保驾护航是老黑
山法庭的大事。

滕洪喜赶到了村委会，立案受理了这起土地纠纷，运用“耐
心倾听、细心研判、真心沟通、实心解忧、精心回访”的“五心调解
法”就地调解。

“这些年，老薛打垄越来越宽，我家的地越来越窄。地中间
的这根垄他占了十年了。”老张开口诉苦。

“你家地靠道边，是车轧的，道变宽了，你的地就变窄了，垄
当然小。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老薛不服。

滕洪喜了解到，双方对垄的大小、宽窄争执多年，怨气郁结。
“41根垄变没变？”这是症结所在。滕洪喜组织双方当事人来

到讼争土地现场测量。老薛、老张扯开尺子丈量，村委会工作人员
持台账比对计算，核实了讼争土地数据，41根垄的面积没有变少。

“这根垄，今年老张种，来年老薛种。”村调解员指着第 23 根
垄，提出了调解方案。

“这不行。明年一打垄，又偏了。”老张摇着头。
“41根垄没有变，关键是这根垄怎么打？”滕洪喜看着第 23根

垄，思索着解决方案。每年春天，农民都重新起垄，山坡地的垄不
平直，在弯曲的点位处往外往内一拐，新垄和旧垄会出现偏差。

第 23根垄每年打垄“变与不变”是解决争议的关键。
“分地时，我让老薛先打垄。”老张的这句话，让滕洪喜捕捉

到了割不断的乡情。“农村是熟人社会，远亲不如近邻！只要解
决方法让他们信服，定分止争就能实现。”滕洪喜说。

滕洪喜“真心沟通、实心解忧”，把案例库案例拿出来，阐释
规则“解法结”。村调解员讲村规民约，共话乡情“解心结”：“打
打闹闹就把幸福生活打散了。”

“中间这根垄不变是最好。”滕洪喜适时提出的解决方案，得
到了老薛、老张的共同认可，最终达成协议：双方在耕地交界处
各拿出半根垄打上木桩，立好分界线。

东宁市开展“边境无讼村屯”创建工作，老黑山法庭积极融
入，推动法庭、村调解组织等专群力量聚合“大联合治理”，2024
年以来，妥善处理了土地“急症”9 起。截至目前，法庭辖区 30 个
村中有 13个创建为“无讼村”。

大肚川镇党委将这起纠纷的解决方法作为范例，组织各村
调解员学习。“法庭坚持走新时代群众路线，真正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运用法治智慧妥善解决了土地纷争，为幸福生活绽
放在边境线上营造和谐安宁的良好法治环境。”大肚川镇党委
书记张国昌说。

25万，10万，5万，3万……
2024 年年底的那个下午，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港北人民法庭的调解

室里，被执行人企业老板吴某不断提高和解金额，距离案件执行标的额越来
越近。申请执行人钟某提出，如对方能一次性付清，金额可适当减少些。

达成执行和解仍有难度。窗外渐渐聚起的乌云，将这起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案情复现，我的心绪难平。

2023 年，钟某在玉环某阀门加工厂务工期间，遭遇红冲机液化气瓶意
外爆炸起火，全身上下多处烧伤。2024 年 7 月，钟某起诉后，玉环法院判决
该加工厂赔偿 78万余元。9月，钟某申请执行。

身着长袖长裤、戴着帽子和面罩的钟某，到法庭找到我诉苦：前期治疗
后，她的伤情得以控制，但身上、脸上留下大量瘢痕，更有皮肤瘙痒、呼吸不
畅等问题。阀门加工厂迟迟不给钱，将影响她的后续治疗。

钟某的遭遇让人同情，对方为何拖延履行？
经过联系，阀门加工厂老板吴某无奈地表示，前期医疗费用已垫付，保

险的赔偿款钟某也已收到。他们并非不想赔偿，只是工厂效益不好，希望可
以分期支付。

此外，财产申报、财产查询也同步进行。我发现：阀门加工厂仅有红冲
机、液压机等老旧机器设备十余台。若变价处置这些财产，所得收益将与案
件执行标的相去甚远。

局面并不“晴朗”。再难，也得想法子解决！
一方面，我继续推进执行，到阀门加工厂清点、查封机器设备、张贴封

条，并向吴某强化释法说理，表明工厂财产变价处置后尚未清偿的债务，申
请执行人可依照规定申请追加吴某为被执行人。

现场，我向前来围观的周边工厂老板以案释法，强调企业和劳动者合法
权益等方面内容。大伙纷纷劝说吴某承担责任，不要耽搁钟某的病情。

另一方面，我认为，需要找一个说话有分量且双方都认可的人。于是，
我运用人大、法院执行联动机制优势，积极联系当地人大代表联络站，希望
可以请到对行业了解且在社会上有威望的人大代表帮助调解。

在阀门行业打拼多年的台州市人大代表、楚门镇蒲田村党支部书记蔡
赋祥欣然接受指派，随案监督并协作解纷。

“钟某要治病，企业要生存，这事不能做单项选择。”
“金额由双方自愿协商，付款期限要合理，方案要切实可行，不能开‘空

头支票’！”
我们开始讨论调解方案。
回到调解室，我们的劝说缓和了双方针锋相对的情绪，重新推动了执行

和解的进度。
和解金额不断提高，距离钟某的和解意向 66万元只剩 1万元时，双方再

不愿让步。
“钟某的病不能久拖。这缺口，我来补好了。”沉默片刻，蔡赋祥直接开口。
“哪能让您来，这钱理应我们工厂付。”最终，人人满意的结局达成：同意和解

方案的吴某，当场筹措款项，当天支付了12万元，并承诺按方案将余款付清。
“对钟某造成的伤害，我确实不应该逃避。”当着大家伙的面，吴某诚挚

道歉。
和解协议签好后，天空的乌云正好散开，当事人满意离去。红彤彤的晚

霞，将人群与身后的人民法庭，融成了一片。
2024 年 11 月 17 日，吴某提前将余款汇入法院执行账户。至此，案件履

行完毕，钟某拿到了治病钱。
几天前，病情好转的钟某手持锦旗，来到玉环市楚门镇人大代表联络

站，表达对人大代表和法官的感谢。
（王经展 陈 静 整理）

都是羊惹的“祸”

荣成市埠柳镇的冯大爷勤勤恳恳侍弄
着几亩小麦。2024 年春天，他到地里时，
发现麦苗被啃了。后经观察，是邻村老张
头放养的羊群所为。老张头养了四五十只
羊，每次放羊时都是“大撒把”，“羊跑十里
饱”，走哪吃哪，总是啃人家的庄稼。

和冯大爷有同样困扰的村民不在少
数。四五家村民曾一起多次找老张头说
理，但老张头不仅态度不好，还照样去地
里 放 羊 。 无 奈 之 下 ， 2024 年 7 月 16 日 ，
冯大爷等几人将老张头起诉至法院。

考虑到案件取证难、裁量难，又是邻
里间的纠纷，法院将案子委托给埠柳镇综
治中心进行调解处理。经过多次调解，开
始还有成效，老张头没再去地里放羊，彼
此相安无事了。

谁知 2025 年 2 月，冯大爷几人又找
到法院。“那个老张头又来地里放羊了，
看看把我们的地祸害成什么样了？这次
你 们 法 院 必 须 给 判 了 ， 不 让 他 赔 一 万
元，这事没完！”

“我的羊就从地里过了一下，凭什么
说祸害了庄稼，你们有证据吗？”

此时，刘宁多年办案的直觉告诉他，
这起案子的“战场”不在法庭。一纸判决
容易，但如果不能彻底解开当事人的心
结，邻里矛盾恐怕还会再度升级。

“背靠背”调解解心结

这次，刘宁决定再依托和发挥综治中
心的集约优势，彻底把纠纷解决了。

他 一 方 面 ， 协 调 熟 悉 乡 情 的 镇 领
导、村支书组成联合解纷小组；另一方
面，多次进行实地勘验、集体研判，并
决 定 采 取 “ 背 靠 背 ” 方 式 逐 一 做 原 告、
被告的工作。

近日，在综治中心的一间调解室里，
原告一提起羊气就不打一处来，大倒苦
水，坚决要让老张头“付出代价”。

见此情景，镇领导一面耐心倾听，摆
事实，讲道理；一面指出，“不合理的诉
求，法院肯定不会支持。”刘宁则从法律
角度帮大伙儿分析，“赔偿得按实际损失
赔。但这事很难鉴定。取证、鉴定、诉讼
一套走下来，心里添堵不说，也会耽误地
里的收成啊！”

此时，冯大爷一拍大腿：“我们就是
气不过，哪有他这么不讲理的！”

村支书趁热打铁提出解决方案：“赔
偿可以根据面积商量着来，通过调解把赔
偿和放羊的问题一次性解决了，大伙都能
安心回家料理自己的营生。”

其他几家也纷纷附和：“对，最主要
的是他要诚心实意改正，不再来放羊！”

在另一间调解室里，面对态度执拗的
被告老张头，镇领导劝说：“咱们庄稼人

谁不明白，这地里的收成是全家的指望？
如果是你自己的庄稼，叫人家天天来地里
放羊，能行吗？”

“ 那 肯 定 不 行 ！ 可 这 就 这 么 大 点 地
方，不去地里，我没处可去！”

熟悉老张头家里情况的村支书跟着
出主意：“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要么雇
个帮手好生管着，要么修个篱笆把羊圈起
来养，不能为了自家的营生破坏别人家的
营生。闹到法院去，乡里乡亲的脸上多不
好看啊。”

“叫我赔一万元肯定不行，这不是讹
人吗！”

刘宁掰着指头帮张大爷算账：“人家
的地被羊蹚了快一年，心里憋着气呢，主
要是要你一个态度，赔偿人家也同意协
商。如果不调解，这事就只能在法庭上解
决，打官司要花费时间、精力，还涉及费
用，为这么点事值得吗？”

掏心窝子的话带着春风的暖意，让老
张头紧攥的手慢慢松了劲。

终于他手一挥：“得！你们把理掰扯
得透亮，从中午说到这大晚上，也是为我
好。罢了罢了，我再不去放羊就是了。”

不误农时不误春

当原告和被告再次面对面坐下时，心
中的气都消了大半，气捋顺了，案子就好
捋了。

老张头诚恳地道了歉，并解释了自己的
羊实在无处可放才会去地里，表示回去尽快
把这批羊处理掉，换个营生干。

有了老张头的态度，冯大爷几人也平了
气，双方各退一步，很快就赔偿数额达成了
调解协议，还当场支付了赔偿款。不仅如
此，老张头还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保证书，承
诺不再到庄稼地里放羊。

冯大爷拿着赔偿款直点头：“法官、镇
领导都在这帮我们评理，一气儿把问题全
解决了，还一趟没往法院跑，这综治中心
真管用！”

“大爷，你说得对，一个人走得快，但
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法院和综治中心联
合，不仅把解纷力量聚集在一起，还能把

‘方言方语’和‘法言法语’结合起来，推
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刘宁搓着手乐开
了花，“心结解了，地里的苗儿也该蹿个儿
了。回去抓紧春耕，别误了农时！”

这场财产损失赔偿纠纷的“拉锯战”终
于在镇上化解。

走出综治中心时已经月上柳梢，刘宁
只觉得春风拂面。“案结事了，不正如这春
风一般，让那些因矛盾而紧绷的心绪重归
和 缓 吗 ？ 相 信 在 ‘ 法 院 + 综 治 ’ 的 模 式
下，更多的矛盾纠纷将会被化解在基层、
消弭在萌芽。”

隔天，埠柳镇半山的田野里，老农们正
抢抓农时施肥培土、育秧育苗，奋力为田野

“织绿绸”。

近日，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云
上金顶”旅游普法小分队走进峨眉山景
区，在黄湾游客中心、报国寺、武术小镇
等游客集中区域搭建便民服务点，为游
客、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提供法
律咨询和诉讼指引。法官依托巡回审判
车，与景区管委会、景区公安局等部门现
场快调快处涉旅纠纷，营造安心、省心、
舒心的旅游环境。

在“云上金顶”司法保障中心，可与
当地文体旅等 6部门、四川 27家景区法庭
和省外 3 家双遗产景区法庭搭建解纷网，
开展涉旅纠纷跨域调解，实现“小事不出

景区，大事不出旅程”。
该院在法治小巷内展示了“滑杆摔伤”

“猴子抓伤”等案例的法治连环画和“桉树
之下”法治宣传系列手册，不时有游客前来
休息、观看、拍照打卡。 在清音阁、万年
寺、雷洞坪等沿途重要景点，游客可就近享
受一站式便民诉讼服务。

此外，万年寺法官工作站值班法官还深入
猴群聚集地，针对景区安全保障措施、旅行保
险购买以及防范化解动物致害纠纷与管委会
工作人员进行探讨沟通，同时向游客发放中英
韩三语《游客法律援助手册》《生态环境保护典
型案例》，守护峨眉山“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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