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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背包红”党建工作机制——

茶山“案中案”一揽子了结
陈 升 罗志强 张长华

此心安处是吾乡
向 凯

“法院+公共服务局+工会”聚合力

雄安新区建立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

【广西平果市法院】

发放司法救助金18万元

五月的闽西北，绿意盎然，微风徐徐。
这天一早，福建省泰宁县大田乡金坑

村村委会主任邹长柏将一面锦旗叠好放
进包里，匆匆搭上了赶往县城的班车。今
天，他要代表村民把这面锦旗送到泰宁县
人民法院“背包法庭”法官的手中。

茶山雾气缭绕，车辆穿行山间。阳光
透过车窗，斜照在老邹的脸上，也照进了
他的心间。想起前不久村里一起复杂案件
终得圆满解决，他的心里如晨间清风，轻
快起来。

时间拨回到 15 年前。金坑村村委会
与俞某签订协议约定，将一片茶山出租给
俞某种植茶叶，承包期限为 30 年。协议
签订后，俞某支付了 30 万元的租赁金，
剩余 7 万余元租金未付。在多次索要无果

的情况下，2025 年 4 月，村委会起诉到法
院，要求解除与俞某的协议、返还案涉茶
山并支付拖欠的租金。

俞某为何拖欠租金？法官调查后发现
另有隐情。原来，俞某在承租茶山后，又
将茶山转包给梅某，而梅某一直拖着未将
茶山转让款付清。为此，俞某也曾诉至法
院。法院判决梅某应支付俞某到期山场租
赁金及逾期利息。但因梅某无偿还能力，
一直未履行生效判决义务，被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

三方当事人在这起“案中案”陷入拉
锯。如果机械地就案审案，判决村委会胜
诉、双方解约很容易，但茶山荒在那里，
俞某拿不回投入，村委会拿不到欠款，梅
某的债务更是死结。

“面对这种案件，按照‘背包红’党
建工作机制的要求，当好民事调解的‘指
导员’，才能找到案件突破口，实质化解
纠纷，避免程序空转、减少群众诉累。”
主审法官马欢欢说道。

“背包红”党建工作机制是泰宁法院自
创建“背包法庭”以来，坚持党建引领，融
合创新“党建+背包法庭”打造的特色工作
机制，突出党员法官主动履职尽责、勇于担
当作为，提出当好人民群众的“服务员”、
当好民事调解的“指导员”。要便民利民惠
民，不要冷硬横推懒散，要实质化解纠纷，
不要程序空转等具体要求，已成为“背包法
庭”处理矛盾纠纷的“法宝”。

于是，在与执行部门进行数次会商之后，
马欢欢决定主动出击，和执行法官廖升福一
道来到村委会，并把三方当事人召集到一起。

“对村委会来说，茶山荒着也是损失，
俞某前期投入 30 万元是实打实的，他现在
被梅某拖垮了，硬要他立刻拿出 7 万多元不
现实。”

“俞某，你转包收不到钱是委屈，但这
不是你拖欠村里租金的理由。”

“梅某，法院判了你得认，虽然眼前有
困难，但一点解决问题的态度都没有，这坎
就永远过不去。”

……
经过数轮协商，聚焦止损和盘活的目

标，大家一点点寻找三方利益的平衡点。
终于，一个最优解产生：村委会向俞某

返还租赁费 5.5 万元，该款由村委会直接支
付给梅某；三方解除各自签订的协议；俞
某、梅某共同将案涉茶山返还给村委会。两
起积淀已久的纠纷得到了一揽子化解。

圆满结局的背后，是法官的为民情怀与
责任担当。

泰宁县作为曾经的中央苏区，这里的法
官传承当年苏区干部“日着草鞋干革命，夜
走山路访贫农”的作风，将法槌、桌牌、电
脑、摄像机等庭审用具装进背包，打造“背
包法庭”，进村入户，把公平正义送到群众
身边。同时，泰宁法院坚持突出党建引领作
用，打造“背包红”党建工作机制，党员法
官主动下沉一线，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
盼，更深刻地发扬苏区和边区司法工作优良
传统。这份传承，为耀眼的“法徽金”添上
靓丽的“党建红”。

当看到“我与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庆祝国家法官
学院成立 40 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启事时，一幅幅业大教
学、生活的画面涌上心头，将我带回到在业大执教的那个
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缘起

1985 年 9 月，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以下简称
法律业大）开办。1987 年 7 月，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
怀揣分配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派遣证，一路做着法
官梦，报到后才知道我被分配到法律业大云南分校（以下
简称云南业大）工作，也就开始了我十一年的云南业大执
教生涯。

人民法院自己办大学！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时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任法律业大校长郑天翔同志在法
律业大部分分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这
个学非办不可，不办，执法水平、政策水平就提不高，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就无法知道。不学习，
不提高，就没法完成任务。”现在回想，依然言犹在
耳，掷地有声！

在那个大学生由国家包分配的年代，能通过上大学
找个工作就是我最大的梦想，何况我还在省城工作。所
以当我被分配到云南高院，从事云南业大的教学工作，我
感到喜悦和自豪，愉快地投入了工作。这一干，就是十一
年。直到 1998 年轮岗到云南高院经济审判庭，才正式开
启了我近三十年的法官生涯。

二、教学

法律业大在四级法院设置总校、分校、分部、教学班，
校长、分部主任、教学班主任均由四级法院院长担任。全
国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材，统一试卷考试，各省封闭阅
卷。首批 85 级学员经历了国家教委严格的验收考核。
这批学员之所以成绩优异、广受认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是他们有一套人民法院自编并正式出版的实务指导性
非常强的好教材，深受学员和法官欢迎。云南业大配置
的八十年代稀罕的“三洋”双卡收录机，不仅可以为学员
录制教学磁带，也曾实时录制“春节联欢晚会”磁带，是给
大家最好的精神食粮。

在教学岗位上，我迅速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
转变。课前制定计划认真备课，课中注重学员反应，课后
分享交流，这些已是我多年养成的教学习惯。对于每一
个章节、每一个法条、每一个问题，我都会认真琢磨，思考
如何让学员听懂、爱听，如何理论联系实际……这也使我
深刻领会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不易。

云南业大为云南法院的法官队伍建设打下了坚实基
础。在我工作的第一年，全省法院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干警只占干警总数的 2.86%，只有 1 名研究生。到我工
作十一年后转岗，云南业大已培养了涵盖大专、专升
本、专业证书等不同层次的 4538 名法律人才。在我执
教期间，还担任云南业大教务办副主任，多次获评“优
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这也
为我之后的法官生涯和走上人民法院领导岗位，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三、友谊

教学相长，同志友谊！云南业大的学员都是人民法
院在职干警，学习期间脱产，学习结束后又立即回到审判
一线。虽然我刚刚工作，许多学员年纪都比我大，但他们
都亲切地叫我“向老师”或者“小向老师”。大家同吃同
住，共同学习提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云南业大除了承担全省教师统一培训和高院自身学
员的教学外，还要担负到各分部、教学班的巡回授课等任
务。云南业大配置了一辆令全院其他部门羡慕的原装进
口蓝色丰田面包车，几个老师往往一次巡回授课就是一
个月到两三个州市。如果人少，授课教师就得自己乘坐
长途客车前往授课点。

记得 1991 年 1 月，我独自前往昭通教学点。昭通当
时路况很差，长途客车早上七点从昆明出发，到夜里十一
点才在一片漆黑中抵达。下车时，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气
温达到零下五度，“早在春城晚在冬城”，我被冻得瑟瑟发
抖，体味到什么是饥寒交迫。突然听见有人叫我，转身一
看，原来是昭通分部的马真荣老师。他骑着一辆军用三
轮摩托，专程到车站接我，还贴心地帮我带来一件棉大衣
御寒。披上厚厚的大衣，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一股暖流
涌上心头。

还有一次，我们到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授课，普
洱中院的李伊林老师一直陪着我们忙前忙后，准备授课
相关事宜。到了下午，他向我们请假道别，我们才知道他
当天要结婚。放下人生大事，他却首先想到的是帮助组
织授课，这份对法院教育培训的热情和奉献精神，至今仍
激励鼓舞着我。

四、坚守

在我刚工作的那个年代，早上上班、拖地板、擦桌子、
打开水是大家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前置程序”。老同志
们经常提前到办公室，于是我每天骑自行车提前到岗，抢
着干杂事。时间久了，我也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从
不迟到的品行。

从提前到岗的小习惯，放大到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以
及职业生涯之外的师生情谊，总有许许多多让人难以忘
怀的往事。我个人的经历归结起来，就是“坚守”二字。

毕业到现在，近四十载，时光荏苒，胸怀法治，两鬓斑
白，我初心不改！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数载寒
窗苦读，高考改变人生；云南业大的日日夜夜，辛勤备课，
共育桃李；端坐法庭，敲响法槌的法官生涯，坚守法律底
线，定分止争。

四十年来，国家法官学院依然在为支撑和服务中国
式现代化，培养更多高质量法治人才而不懈努力。而我，
作为一名法律人，为自己能学有所用，积极投身伟大祖
国、伟大时代的法治建设而自豪。

法治伟业齐建设，此心安处是吾乡！
（作者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院长、一级高级法官）

本报讯 （记者 史风琴 通讯员 孟 冬）6 月
13 日，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雄安新区公共
服务局、雄安新区总工会三方主要负责人在启动区财
富大厦项目共同签署 《关于建立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
制的合作协议》，并揭牌成立雄安新区首批“劳动争
议诉裁调对接服务站”“劳动争议网格法庭”。

据悉，劳动争议诉裁调对接服务站、网格法庭是
进一步做好在建疏解项目的保障工作，推进劳动领域

“行业枫桥”的积极探索。通过整合法律服务工作
站、劳动争议仲裁院以及农民工维权中心等站点功
能，打造具有雄安特色的劳动争议联调站点，为企业
和职工提供一站式化解服务。

近年来，雄安中院、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雄
安新区总工会积极建立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形
成“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沟通协调机制”和“劳动争
议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两套机制，“法院+公共服务
局+工会”联调共建协同治理模式不断深化。据统
计，2024 年合作协调调解 117 件劳动争议案件，调
解成功率高达 92.86%。

与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雄安中院、雄安
新区公共服务局、雄安新区总工会将进一步加强联
动，推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的程序衔接、资
源整合、信息共享，形成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新格局，
为促进雄安新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推进高标准高质
量建设雄安新区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务和保障。

本报讯 6 月 12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市人民
法院举行 2025年国家司法救助金集中发放仪式。

仪式现场，法官向受助群众详细介绍国家司法救
助政策及工作开展情况，并逐一核对申请人信息，为符
合司法救助条件的 8件案件 11名救助申请人发放司法
救助金 18 万元，以司法温度纾解群众急难愁盼，为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徐玲媚）

【陕西岚皋县法院】

开展“信用记录关爱日”普法活动
本报讯 6 月 13 日，在我国第十八个“信用记录关

爱日”来临之际，陕西省岚皋县人民法院干警来到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大厅及门前广场开展宣传活动。

活动中，干警们展示了法院服务保障社会诚信整体
提升成果，并结合办理的案件，讲解失信的严重法律后果
和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措施的影响。

此外，干警们还讲解了银行卡“刷流水”贷款、“征信
修复”骗局等典型案例，普及相关诈骗手段和反诈法律知
识，引导群众牢固树立法律意识。（李文浩 陈忠清）

【广东江门市江海区法院】

举办“法律明白人”培训班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区

司法局联合举办 2025 年人民调解员暨村（社区）“法律
明白人”法治培训班，全区各街道、村（居）及行业调解组
织 150余名业务骨干参训。

本次培训紧扣基层矛盾纠纷的特点，创新构建了
“三维赋能”课程体系。在法律实务维度，重点解读民法
典适用难点及近年来物业、家事、损害赔偿等纠纷的裁
判要点；在技术创新维度，系统讲授了“倾听诉求—厘清
矛盾—依法促和”的调解工作流程及情绪引导技巧；在
科技赋能维度，引入 AI智能工具教学，现场演示了法律
文书自动生成、证据智能分析及裁判文书网等工具的操
作方法，帮助调解员精准检索法律依据，提升调解协议
的专业性与合法性。 （黄妙姿）

6 月 12 日，浙江省龙游县人
民法院“浙里春风·小满”未成
年人审判工作室成员来到龙游县
沐尘畲族小学，开展“法护花
蕾 守‘未’成长”主题法治教
育，通过“法治微课堂+模拟法
庭+趣味游戏”的沉浸式互动，
引导同学们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图为模拟法庭现场。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祝芸培

曾灵芝 摄

福建政和县法院：

廊桥说法

6 月 11 日，福建省政和县人
民法院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主题，在官湖村福星廊桥上
开展“廊桥说法”活动。活动现
场，周围群众围坐一起，干警向
大家介绍政和古廊桥的历史、
现状，讲述古廊桥的文化价值
及艺术价值，并普及文物保护
相关法律知识，引导大家关注
和保护身边触手可及的珍贵文
物。图为活动现场。

范美芳 陆慧敏 摄

重庆大足区法院：

山东平原县法院：腾退树木
近日，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一次执行三起案件，案涉

195亩土地上的树木清除腾退及土地复垦工作顺利结束。据
了解，三起案件执行标的均为同一土地上的树木，但该树木已
被查封，且清除难度大、费用高，极易造成树木价值缩水。为
清树复垦不耽误夏播，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院分管
院领导与承办法官多次组织当事人进行商讨，发动各方寻找
苗木购买商，就出价最高的买受人、买受价格、清除时间等问
题进行协调，最终促使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议。

图为执行法官勘验清除腾退进度并指导当事人在笔录
上签名捺手印。 王振洁 摄

学法护宝
近日，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邀请宝顶镇实验小学

20 余名师生走进大足石刻文化遗产保护法庭，开启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法治之旅”。活动中，干警带领学生们观
看文化遗产保护专题视频，通过典型案例讲解、现场模
拟庭审等形式，让学生们感受千年石刻的魅力，守护文
化遗产。图为干警与学生们互动。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刘卓颍 蒋爱庭 梁 雨 摄

浙江龙游县法院：

法护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