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新闻热线：（010）67550730 电子信箱：fzk@rmfyb.cn2025年 7月 2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辛九慧 见习美编 穆 依

［综 合］

□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成蒙蒙 文/图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光武人民法庭干

警，或带着法庭的小板凳，或坐着群众的小板

凳，深入百姓家中听民声，在田间地头解民忧，

用当地家家都有的小板凳，架起司法为民的

“连心桥”。2024年以来，光武法庭依靠自创的

“小板凳工作法”，化解各类纠纷216件，开展巡

回审判30余次，联动基层组织排查梳理辖区大

小纠纷800余起，现场化解168起，用接地气的

方法和形式，做实矛盾不上交，成为皖北大地

一道流动的新“枫”景。

▼

光武法庭干警在村头普法。

黑龙江依安

协同治理提升金融审判质效
行走的行走的““小板凳小板凳””流动的新流动的新““枫枫””景景

从从““法庭见法庭见””到到““小院见小院见””
□□ 王晓婷王晓婷 姚善姚善伟伟

图①：设在退休村干部家中的“蒋”和说理
小院。

图②：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握手言和。
图③：法 庭 干 警 结 合 劳 动 合 同 纠 纷 典 型 案

例，为村民们科普相关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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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法庭干警和群众讨论村规民约。

变“坐等”为“上门”

今年 5 月 20 日，在这个因发音与“我爱
你”相近而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日子，光武法庭
的“小板凳法官工作室”迎来了一份特殊的礼
物——一份难得的撤诉申请。

自由恋爱的刘某与丈夫王某相识相恋后
顺利走入婚姻殿堂，共同育有一子一女。在
别人眼中，刘某儿女双全，丈夫勤劳工作，过
得十分幸福。令人没想到的是，刘某突然一
纸诉状将丈夫告至法庭，以夫妻感情破裂为
由，执意要求离婚。

法官接到案件后，多次前往两人居住的
社区调查了解情况。经过“背对背”谈话，法
官发现双方其实对于彼此的感情都很深，只
是因为生活中的各种摩擦一直无法得到有效
的沟通和解决，导致二人在一次次的争吵中
都感到精疲力竭。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法
官决定对该案先不进行开庭审理，并将调解
现场定在刘某家中，在熟悉的环境里不断引
导他们回忆在感情之路上的一幕幕美好瞬
间。小夫妻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中均是
不舍，也终于愿意理性沟通各自存在的问题，
心结也慢慢地解开。

“真谢谢你们，我这人性子拗，也不会和
我媳妇好好沟通。如果不是你们耐心调解说
和，我俩说不定就散了。”交完撤诉材料后，王
某牵着妻子刘某的手，诚恳谢道。这个高瘦
的男人，流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地处安徽西北部、豫皖两省交界的界首
市光武镇，辖三镇一乡，近 20 万居民，由于区
域面积广、人口基数大、社情复杂多样，当地
家庭矛盾、邻里不和、宅基地纠纷等各类矛盾
纠纷时有发生。如何实质性化解矛盾，结合
皖北农村村民喜欢茶余饭后坐在小板凳上唠
家常、话友情的习俗，光武法庭变“坐等”为

“入户”，上门坐在小板凳上说事、评理、解纷。
“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单纯依靠判决解决

纠纷的效果并不理想。”长期在基层深耕的光
武法庭庭长王海燕深有感触地说，“到群众身
边去才能了解纠纷根源、化解矛盾。”

2024 年至今，光武法庭审结的 365 起家

事案件中，有履行内容的当场履行率高达
70%；今年上半年以来，家事案件调撤率为
60.3%，其中赡养纠纷调解率达 100%，群众满
意度达 98.7%。

变“单打”为“联动”

2024 年 12 月，芦村镇均张村村民李某与
郭某因土地边界问题多次发生冲突，最后二
人对簿公堂。

考虑到双方系多年邻居，为防止矛盾激
化，避免“审理一案，两家结怨”的局面出现，
承办法官邀请光武镇司法所工作人员、村委
会干部共同参与调解，大家一同来到两家争
议的承包地进行现场勘验、测量，从法律、情
理的角度对双方当事人逐一做工作，摆事实、
讲道理。“大家都住一个村，往前叙咱说不定
都是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何必搞那么
僵？不如大家各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
经过法官和调解员们的共同努力，原告当即
撤诉，双方握手言和。

单打独斗力薄，众人拾柴焰高。“小板凳
法官流动工作站”改变传统基层法庭工作模
式，依靠辖区党委政府，与派出所、司法所、律
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以及商会、村（居）委会
联合，打造“一站二会四所+”联动工作机制，
构筑大调解两张网。一张是诉调对接、诉非
对接网：对于无法非诉化解的纠纷，由干警包
案引导至人民调解、诉前协商环节，确保专人
专案办到底。2024 年法庭共委派调解案件
267 件，调解成功率达 58%。另一张是诉内解
纷、繁简分流网：法官组织庭前调解，通过以
调代诉减轻群众诉累。

光武法庭将“无诉”理念贯穿于解纷始
终。法官坐上小板凳，一听二问三调解。针
对宅基地、侵权等易引发长期积怨等案件，法
官邀请“五老”，推行“争议现场必看、涉事双
方必访、村史族谱必查、巡回审判必邀村民”
四必工作法，运用土地台账、历史契约等证据
定分止争；针对赡养老人不尽责，以“就地开
庭+现场调解+普法教育”相结合，做到审理
一案、规范一类、教育一片；针对彩礼金额高、
涉彩礼返还纠纷多发等问题，法庭依法平衡

双方利益，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婚恋观念。
2024 年以来，光武法庭利用网格管理引导

多元解纷，培养法律明白人 356 名，结合群众诉
讼需求，设立 3 个专业性的调解工作室，聘请 3
名女性律师及 30 名女性调解员常驻“小板凳法
官工作站”开展工作，努力做到基层解纷力量全
覆盖。

从“法官”到“法治管家”

走进光武镇黄寨村，村部文体广场墙上挂
着的村规民约格外显眼。“要遵纪守法不要违法
乱纪；要尊老爱幼不要违背纲理；要移风易俗不
要陈规陋习……”“这是村里的‘标尺’，带来的
改变不止一点。”黄寨村党支部书记张海红介绍
说，“村规民约的修订光武法庭的法官起了大作
用，现在成为了俺们的‘法治管家’。”

黄寨村曾是光武镇四个贫困村之一，基础
建设落后、村风民风亟待改善。为了让法治
素质与淳朴民风同升，光武法庭在黄寨村设
立 “小板凳法官工作站”，融合黄寨村“党
带群建，十户联治”，依托乡村治理网格，排
查梳理矛盾、开展巡回审判和普法宣传。

“我们在审理中
发现，乡村赡养老人
问题、彩礼纠纷占比
较大。”结合审判工作
实际，法官建议村委
会将移风易俗、尊老
敬老等内容纳入到村
规民约中，让文明风
尚有明确导向。

以村规民约“约”
出道德新风。截至目
前，光武法庭已推动
辖 区 17 个 村 修 订 完
善《孝亲敬老村规民
约》，辖区内五个自然
村成为“无讼村”，乡
村 治 理 迎 来 了 新
气象。

“现在，我们村红
白 事 支 出 下 降 60%，

‘低价彩礼’婚姻占比提高，家庭邻里纠纷同比
下降 50%，信访量也减少很多 。”张海红对记
者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小板凳法官’又
来了。”在黄寨村群众纳凉聚会处，法庭干警围
坐到大家身边，就常见纠纷进行普法解答。村
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赋能乡村振兴，光武法庭也有实践。光
武镇作为全国最大的旧塑料回收集散地，法
庭在园区设立的“小板凳法官工作站”，围绕
乡镇重点产业链，开展“四个一”行动，一
个园区一个法律服务团队、每一季度开展一
次座谈走访、每一个典型案件开展一次巡回
审 判 、 一 个 产 业 链 制 订 一 套 针 对 性 服 务 措
施。截至 2025 年 4 月底，法庭向所辖产业园
区 80 多家企业发放 《企业风险告知书》，促
成 50 多家企业规范劳动合同文本，帮助企业
防范经营风险。2024 年至今，涉企纠纷同比
下降 8.3 %。

光武法庭干警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
化解纠纷，把“枫桥经验”的种子撒播到大地上，
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人民法庭服务基层治理
的答卷，让百姓的幸福感蓬勃生长。

盛夏时节，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蒋河村绿
意盎然，整洁的村道向前延伸，白墙黛瓦的农舍点缀其
间。盐都区人民法院义丰人民法庭干警来到该村的

“蒋”和说理小院，将一起劳务合同纠纷就地化解。
此前，王大姐到承接工程的老杨处做工，工程完

毕后仍有 9000 多元工资一直未结算，于是王大姐向
法院提起诉讼。义丰法庭在梳理案件时发现，今年
以来学富镇此类劳务合同纠纷呈多发态势，遂决定
多方联动，就地“调解+普法”。

当天，义丰法庭干警与蒋河村党总支书记杨华、
驻庭调解员共同调解此案，大家围坐在一起“说事拉
理”。沟通协调的过程也是法律普及的过程，一番释
法明理后，双方达成一致，老杨表示会克服困难，在

约定期限内支付所欠款项。最终，双方签订调解协议，
握手言和。

“蒋”和说理小院设在蒋河村退休村干部家院子
里，是学富镇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的创新试点
探索，老百姓在这里拉家常，镇村干部、党员在这里开
板凳会议，义丰法庭也依托这一特色平台，延伸司法服
务，就地化解纠纷，开设普法课堂。

“周围村子有纠纷发生，而村委会自行调解有难度
的，会邀请法官提前介入，大家到小院坐一坐，一方摆
情理，一方讲法理，大多能就地化解。”杨华说道。

从“法庭见”到“小院见”，更多矛盾化解在基层，消
弭于萌芽，方寸小院里有着司法服务与基层治理深度
融合的另一番天地。

本报讯 面对金融审判工作新形势，黑龙江省
依安县人民法院立足金融司法职能定位，多措并
举，贯彻金融协同治理理念，提升金融审判质效。

依安法院通过加强金融审判制度约束管理，提
升金融案件审理质量。统一金融案件裁判标准，对
重大疑难案件，落实院庭长阅核制，严把案件质量
关。建立科学的裁判机制，推行金融案件的要素
化、专业化审理。制定要素立案、审理标准，建立
速裁审判机制，缩短审判周期。加强金融类纠纷的
源头治理，促进金融系统良性发展。积极与金融监
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相关行政部门沟通交流，针
对金融审判中遇到的共性和突出问题，提出司法建
议。拓宽解纷渠道，推进涉金融类矛盾纠纷实质快
速化解。在金融机构打造“金融调解服务站”，加
强工作对接，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2024 年至今，
依安法院共受理各类金融纠纷案件 261 件，审结
215件，结案率达 82.38%，涉案标的额 1.02亿元。

（费洪雪）

本报讯 “谢谢法官，您不辞辛苦，冒着酷暑
耐心调解，挽回了我们的婚姻，真的谢谢法官。”
近日，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团林人民法庭在辖区
秀美乡村狮子山村的“鹊桥”亲情修复站，顺利调
解一起离婚纠纷案件，案件双方当事人向办案法官
深表感谢。

2025 年 3 月，原告王某提起诉讼，要求与丈夫
乔某离婚。办案法官详细了解案情后，多次同原、
被告双方进行了沟通，考虑家庭婚姻纠纷案件的特
殊性，法官引领原、被告到“鹊桥”亲情修复站先
行调解，法官对当事双方进行了耐心劝导，经过 4
个多小时的调解，原、被告重归于好。据悉，“鹊
桥”亲情修复站是鄱阳法院为深入落实家事审判改
革，创新打造的“亲情修复工程”。此外，该院还
分别设立了“夕阳红”和“亲子关系”亲情修复
站，依托“一中心多站点”亲情修复网格，推进家
事审判效果的提升。今年以来，团林法庭受理家事
案件调撤率达 78.4%。 （张建辉 汪胜强）

江西鄱阳

亲情修复站助力家事纠纷调解

本报讯 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防
范法律风险，近日，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组织开展“法治体检”普法活动，切实帮助企业提
高依法经营、健康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活动中，该院针对相关企业在法院涉诉案件情
况，梳理分析了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剖析了原因
和症结，并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形成了“法治
体检”报告，帮助企业堵塞管理漏洞，增强抵御风
险的能力。“法院的‘法治体检’活动非常及时，
精准把脉企业法律需求，提出的建议务实有效，为
我 们 企 业 防 范 风 险 、 稳 步 发 展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参
考。”某公司董事长在座谈时如此认为。近一个月
来，该院已走访企业 15 家，提出意见建议 39 条，
答复法律问题 31 个。下一步，长清区法院将以

“法治体检”活动为契机，认真听取企业意见建
议，积极回应企业法律需求，为企业有序发展、规
范经营提供更多司法服务和保障。 （刘建国）

山东济南长清

开展“法治体检”普法活动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
行优化营商环境“四员协同”机制聘任仪式，为选聘
的 40 名法治化营商环境“监督员、体验员、研究员、
宣传员”颁发聘书。该举措旨在构建全链条、立体化
的营商环境优化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筑牢法治根基。

此次选聘的 40 名“四员”来自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企业家等群体，兼具代表性和专业性。该
院通过明确分工、搭建平台、完善考核，推动“四
员”优势互补，破解营商环境建设中的痛点、难
点、堵点。“四员”职责各有侧重又协同发力：监
督员全流程监督涉企司法行为并反馈问题；体验员
沉浸式体验司法服务以排查堵点；研究员研究深层
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宣传员传播相关举措、成效
及法规以凝聚合力。“四员协同”机制将促进司法
规范与效率提升，让市场主体在涉诉中切实感受到
公平正义。 （付加才 马 倩）

河南郑州

“四员协同”聚力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近日，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积极回
应企业多元司法需求，编写《涉中欧班列运输法律问
题提示手册》，以“典型案例+实务建议”的方式，细
分涉中欧班列运输的各方面法律问题，帮助相关企
业规避经营风险，助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全力护航

“轨道上的湖北”。
因中欧班列运输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不

同的法律体系、贸易规则和司法制度，随着中欧班列
运输业务的不断拓展，相关企业面临法律问题日益
复杂。运输合同还是委托合同，铁路运单与提单有
何不同，货损和运输逾期的救济渠道，境外索赔的注
意事项，是否适用国际条约等问题像一个个阻车器，
束缚了相关企业高速前行的步伐。武铁中院在总结
近年来辖区内法院涉及中欧班列案件的审判实践经
验基础上，通过对涉中欧班列运输中常见的法律问
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提示潜在的法律诉讼风险，并提
供相应的防范建议和应对措施，为相关企业参与中
欧班列运输提供有益参考和指导，助力企业在国际
经贸合作中稳健前行，以司法智慧为湖北实现枢纽
提能战略，更好提升支点的开放辐射力，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打造新时代“九州通衢”提供有力的司法
服务和保障。 （张 莉 汪 洋）

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发布涉中欧班列法律问题提示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