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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法结”到解“心结”

□ 单徐翔

浅谈“闭环管理”
□ 冯振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
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化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守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不单单是一件

“家事”，更是“天下事”，需要全
社会共同关心支持，人民法院责无
旁贷。

近年来，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
院成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室，因
案、因需延伸司法职能，深化与学
校、教育局等单位部门协作互动，
用心、用情开展个案疏导、心理引
导、法治辅导等工作，着力破解成
长困境，让未成年人沐浴法治阳
光，茁壮成长。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司法新征程

●舒心解纷 助力无忧成长

“法官你好，昨天我爸喝了点酒，跟
我妈妈又吵架了，妈妈说要来法院离婚，
希望你帮帮我。”

2025 年 2 月，新学期伊始，龙游县塔
石初级中学“龙法悄悄话”信箱里的一张
小纸条，揭开了一个家庭的隐忧。

龙游法院塔石人民法庭的法官陈明
君作为该校法治副校长，发现信件后立
即与来信者小雪进行了沟通。

“害怕父母离婚，心理压力很大，学
习静不下心来。”一向成绩优异的小雪，
进入初三后成绩出现了明显下滑，上课
也时常走神。

面对小雪的担忧和恐惧，陈明君耐
心安慰，记录下小雪父母的名字，表示会
尽力提供帮助。

当天下午，小雪的母亲杨某来到法
庭起诉离婚。陈明君与法庭负责人张秀
文一同接待。

详细了解情况后，张秀文当即联系
杨某的丈夫吴某，指出酗酒对家庭关系
造成的危害，并询问其对离婚的真实想
法。吴某向张秀文表达了自己的愧疚，
解释道，因为自己赚钱养家压力大，想给
女儿更好的生活，但由于各方面条件受
限无法实现，只能借酒消愁，破坏了家庭
和睦，但自己不愿意离婚，希望妻子能再
给自己一次机会。

得知吴某的真实想法，张秀文和陈
明君背靠背展开调解工作，法官劝吴某
改正不良嗜好，同时提醒杨某要营造和

谐的家庭氛围，避免在中考这个关键节
点对小雪造成负面影响。

吴某向法官承诺会戒酒，并表示会
更加关心妻子和女儿。杨某的态度逐渐
缓和，决定撤回起诉。张秀文还建议夫
妻俩参加“龙法好爸妈”公开课，学习如
何更好地处理家庭关系。

“法官阿姨，我不想跟爸爸妈妈分
开。”2025 年 3 月 7 日，在龙游法院与县
妇联联合开办的“龙法好爸妈”课堂上，
该院民庭法官何丹给一起离婚案件的当
事人吴某、傅某播放了女儿佳佳口述的
意愿。

佳佳的话语中带着乞求、透着不舍，
希望二人停止争吵，反思离婚是否为正
确的选择。

“你们二人本就没有什么大矛盾，生
活中的小问题，需要双方相互体谅，共同
克服解决。要是分开了，最受伤的其实
是女儿，要扛起当家长的责任。”何丹与
家 庭 教 育 导 师 把 握 机 会 ，为 双 方 分 析
利弊。

一堂课的时间，双方便逐渐走出了
婚姻的“死胡同”。

“离婚纠纷看似是夫妻双方的事，但
不可避免会牵涉到未成年子女，需要法
官穿透表面矛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实
现案结事了人和，助力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龙游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詹金峰介
绍，该院通过挂牌成立“家庭教育指导
站”，开办“龙法好爸妈”课堂，做深做实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让父母先接受指导，
再提升其教育指导子女、处理家庭内部
矛盾的能力水平。

据了解，截至目前，龙游法院共发布
家庭教育指导令 120 余份，制发关爱未

成年人提示卡 160 余份，组织
“龙法好爸妈”家庭教育

公开课 5 次，10 对
父 母 接 受 一

对一单独
指

导，法官引入家庭教育导师、心理老师等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纠纷化解，家事纠纷
在这里化小化了。

●精心研判 守护每朵花开

“在很多家事案件中，未成年子女常
常会成为案件的关键症结，甚至成为一
方与另一方谈判的‘筹码’，这种行为导
向需要通过司法去扭转、去抵制。”在法
院定期举办的一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交
流研讨中，何丹结合自己的办案经历谈
了学习体会。

近年来，龙游法院强化涉未成年人
案件专业化审判，组建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学习团队，统筹全院各部门力量，共同
研判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的新问题、新情
况，探寻解题的新对策、新方案。

“是的，前不久我办的一起案件就是
双方在子女抚养问题上谈不拢，而且要
兼顾后续执行问题，非常棘手。”何丹的
想法也引发了该院湖镇人民法庭负责人
鲁鹏飞的共鸣。

2025 年 2 月 14 日，原告张某以双方
频繁争吵、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为由，第二
次向湖镇法庭提起离婚诉讼。二人对离
婚无异议，但对于小豪与谁共同生活始
终达不成一致意见，均认为由自己抚养
更有利于小豪成长。经过多次了解，鲁
鹏飞终于找到了“病灶”，原来二人都担
心孩子由对方抚养将影响自己的探望。

“既然决定分开，孩子选择与谁生活，
不妨尊重孩子的意见。在探望方面也不
用担心，离了婚你们仍旧是孩子的父母，
双方都签下这份保证书，按照谈妥的方案
履行，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协调。”

鲁鹏飞的调解让双方吃下了“定心
丸”，双方就小豪由母亲张某抚养达成一
致意见。为避免日后二人再起争执，鲁
鹏飞还引导二人在探望权自动履行承诺
保证书上签名，告知各方自觉、及时、合
理履行支付抚养费和配合行使探望权的
义务。一起棘手的离婚案圆满办结。

“刑事领域，更需要关注各类隐匿式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坚
持严厉打击和提前预防并重。”交流中，
龙游法院刑庭法官许淑华也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

2024 年 5 月，许淑华收到了一起组
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的案件，这是他当年收到的第 4 例
此 类 案 件 ，而 往 年 同 期 仅 有 1

例。这种非正常的增长势头
引起了许淑华的注意。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
被告人陈某组织多名未

成年人从事以营利为
目的、违反治安管理
的 活 动 ，理 应 受 到
法 律 的 制 裁 。 但
如 何 引 导 、教 育
参 与 其 中 的 未

成年人？如何
从 源 头 减 少
此 类 情 况 发
生？许淑华
一边联系涉
案 未 成 年
人 给 予 法
治 辅 导 ，
一边着手
准 备 向
主 管 部

门发送司法建议，建议联合公安、市场
监管等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对娱乐场
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行为进行查
处。主管部门全盘采纳了该司法建
议，并完善健全协同作战机制。

“法院要善于在个案中发现社会综
合治理方面的问题，敢于提出建议，助
力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更新、净化。”龙游
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军表示，经
过将近一年的预防与整治，自去年 6月
以来未有此类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匠心筑梦 领航法治梦想

“王法官，正值暑假，想请法庭给
当地的留守儿童上一堂法治课。”2024
年 7 月，龙游县“君君妈妈”党代表工
作室领衔人雷素君联系龙游法院溪口
人民法庭庭长王淑娟，说明来意。

每年，雷素君都会在暑期举办留
守儿童夏令营活动，一方面帮助老人
减轻部分照顾负担，另一方面让留守
儿童扩展视野，增长知识。

溪口镇位于龙南山区，辖区内青
壮年普遍外出务工，其未成年子女跟
随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生活的情况并
不鲜见，留守儿童的成长也牵动着王
淑娟的心。

二人理念、想法一致，王淑娟爽快
答应下来，并迅速组建“法治补习团”，
走进留守儿童夏令营，为同学们讲授
常用的法律知识和常见的法律风险。

在溪口法庭，有一本留守儿童花
名册，其中记录了辖区内二十余名留
守儿童的相关信息，法庭干警与村镇
干部会阶段性更新，并开展走访。

南南的父母均在省城打工，日常
生活起居由外公外婆照顾。二老虽年
事已高，为了给南南提供更好的物质
生活，经常外出打零工。

在某次提供劳务时，南南外婆胡
某不慎摔伤，因赔偿问题与老板李某
没 有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胡 某 遂 诉 至 法
庭。考虑到胡某受伤出行不便，王淑
娟组织上门调解。

胡某家中陈设简单，二老生活朴
素，但对南南的生活、学习并没有半点
马虎。“我自己吃苦没什么，不想让南
南跟着我受苦。”看到胡某受伤后仍需
要照顾外孙，李某不再推脱，一次性支
付了医药费和相关补偿共计 1.8万元。

之后，王淑娟还发动庭内干警共
同出力，定期走访联系，为南南送去了
书包、本子、法律书籍，鼓励南南多学
习法律知识，多替外婆负担一些家务。

“谢谢法官。我长大了也要当法
官 ，帮 助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南 南 羞 涩
地说。

在一言一行中传递法治观念，播
撒法治种子，这是从娃娃抓起，上好法
治第一课的生动实践。

“法院工作需要定分止争，也需要
引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龙游法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祝伟荣表示。

为切实在办案中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在办案之余关心关注关爱未
成年人成长，龙游法院延伸司法职能，
定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的普法
宣传、公众开放日和法治研学活动，法
院干警进村入户、入校进班，通过宣
讲、情景剧演出、模拟法庭、漫画等形
式，让学法尊法深入孩子们的内心。

●同心协作 汇聚守护合力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法检两家大
有可为，要进一步深化法检协作机制，
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审查起诉、审判、执
行、判后回访、宣教等各个阶段互相配
合，以法检之力共同促进未成年人保
护 更 全 面 、更 扎 实 。”2025 年 4 月 28
日，龙游法检两院召开工作联席会议，
詹金峰与龙游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叶光辉立足审判、检察职
能，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深入交流，促
成深度合作。

2024 年 4 月，针对一起幼龄儿童
在幼儿园课间活动时受伤的案件，龙
游法院、龙游检察院向龙游县教育局
联合发送了“法检双建议”，梳理了近
年来校园安全事件的数量，分析成因，
并从风险防范角度提出建议。

“学生安全是‘天大的事’，我们一
定好好研究，防患于未然。”县教育局
收到建议后表示，将以“双建议”为指
引，牢牢扣紧学生安全这把锁。

除了法检协作，龙游法院不断扩
大协同保护“朋友圈”，与县教育局、县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团县委、县民
政局、县妇联等相关部门建立个案联
系、类案联处、定期联络工作机制，并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重点在

“联”字上下功夫。
“上次我们一起回访的小诺最近

情况还好吗？父亲有按时支付抚养费
吗？”日前，浙江省人大代表、龙游县教
育局教研室教研员蓝雪敏询问承办法
官沈蓉案涉未成年人近况。

“抚养费能按时付，小诺的生活已
经 重 新 走 上 了 正 轨 。”沈 蓉 欣 喜 地
回应。

让蓝雪敏牵挂的小诺是一起抚养
费纠纷的原告，他向法院主张父母分
居期间父亲严某应支付的抚养费。在
案件办理中，沈蓉发现小诺父母对抚
养费金额及支付期限较为在意，对小
诺的生活、学习则缺乏关心，便邀请蓝
雪敏为夫妻二人传授经验。

作为心理教育方面的专家，蓝雪
敏从深入了解孩子心理、掌握沟通交
流技巧、有效教育引导三个方面，帮助
小诺父母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

“协助案件办理让我更直接地面
对家庭问题和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
题，希望人民法院能关注到这些新问
题，通过司法裁判、典型案例、长效机
制等去修复问题、树立导向、引领风
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蓝雪敏
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期待。

图①：龙游法院法官走进校园开
展模拟法庭活动。

图②：龙游法院法官邀请浙江省
人 大 代 表 蓝 雪 敏（左 一）参 与 案 件
回访。

图③：龙游法院法官开展普法宣
传，引导同学们远离“烟”“毒”。

“法官，马上要开学了，孩子学费
还没付，对方的抚养费一直没给，我实
在没办法了……”在我轮值接待的一
天，申请执行人江某来到法院，黝黑的
皮 肤 ， 陈 旧 的 棉 袄 ， 神 情 中 透 露 着
无助。

检索关联案件，我发现这已是江某
第 3 次申请执行抚养费。几年前他与王
某离婚，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最终达
成一致：儿子随江某共同生活，王某每
半年支付一次生活费。可现实却是付款
日成了躲债日，甚至江某的电话也被王
某拉黑了。

此前的关联案件均已结案，本案的
执行标的额也只有 3000 多元，但法律
意义上的办结真的意味着案结事了吗？

我马上拨打王某的电话，电话响
了两声后却被挂断了，我只能先安抚
江某：“ 放 心 ， 这 个 案 子 我 一 定 帮 你
解决好！”

既然王某电话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设
置失信彩铃说不定有用。果不其然，第二
天一早，王某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我想把
钱付了，那个彩铃能帮我取消吗？”

“ 可 以 ， 但 需 要 你 本 人 来 一 趟 法
院。”当天下午，我在执行接待室接待
了双方。

“抚养费肯定会付。”王某搓了搓
手，“只是手头吃紧，他催得急，我一
时糊涂才把他拉黑的。”

江 某 叹 了 口 气 ：“ 只 要 你 按 期 付
款，我一定不会催了。”

“事情说开了就好。虽然离婚了，
但是父母的责任没有消失。不要因为你
们之间的恩怨影响到孩子。”在我的引
导下，王某当即履行了欠付的抚养费，
主动解除了拉黑，并给江某写了一封承
诺书，承诺之后一定会按期支付抚养
费，否则自愿一次性支付孩子成年前的
全部抚养费。

“法官，太感谢你了，我去给孩子
交学费了！”望着江某离去的背影，希
望这一次，兑现的不只是法律上的承
诺，更能解开两人的心结。

从 依 法 裁 判 、 依 法 执 行 解 “ 法
结”，到释法说理解“心结”，这不仅
是纷争的消弭，更是沟通的重启。执
行工作中，唯有秉持“如为我执”之
心，传递司法温情，方能真正实现案
结事了人和。

最近，看到一个观点，认为抓工作要
“闭环管理”，才能提升工作落实质效。

看过一篇文章，说“靠谱就是你把
这事交给他之后完全不用操心后续，因
为你知道他肯定能落实，就算没办好，
也能及时给你一个反馈”。我想，这就
是“闭环”。

其实，干任何一件事情从开始到结
束，都应该是一个“闭环”，只有“闭
环”才能圆满，做事情才靠谱，才会让
人放心。这体现在工作上就是“文经我
手无差错，事交我办请放心”。

对我而言，多年办公室工作经历，
早已形成事事“列清单”的工作习惯，
感觉答应的事情就像欠了别人债一样，
总想尽力去完成，生怕忘记，还会设置
个提醒。

但真正做到“闭环”并不简单。尤
其是现在的审判管理工作岗位，涉及方
方面面，各项数据指标、各种协调事
项 、 各 个 会 议 落 实 ， 可 谓 “ 繁 琐 冗
杂”。不仅需要做实案件的“立审执”
全流程管理，更需要院庭长、法官、法
官助理、书记员等全员协作。

实 际 上 ，“ 闭 环 ” 不 仅 强 调 责 任
心，更强调团队配合。就像众人划桨，
有人奋力前进，有人摆手不干，甚至有
人反向划行，最终可能会原地打转、贻
误时机。

只有将“闭环”变成习惯，围绕中
心、聚焦大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促成每一个小“闭环”，才能共
同绘制法院事业发展的同心圆。

所以，既然是闭环，就要环环相
扣、压茬推进，上下联动、左右协同，
决不能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
了，把做过了当做好了，每个环节、每
个部位都要不推不躲、干在实处，勇于
担当。

工作是这样，做人亦是如此。
做个靠谱的人，始终如一。

▶▶龙游法院法官带领同学们共读宪法龙游法院法官带领同学们共读宪法。。

①①

②② ③③

招生入学不能成为少数自媒
体“流量密码”

高考已经结束，多地公布志愿填报
时 间 ，招 生 入 学 工 作 成 为 社 会 关 注 焦
点。少数自媒体为追逐流量和谋取私
利，趁机夸大宣传、断章取义，捏造不实
信息。这些行为不仅增加家长心理压
力，影响学生身心健康，还扰乱正常招生
秩序，损害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公信力。

招生入学工作是保障教育公平的关

键环节，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容不得
任何歪曲解读。少数自媒体把招生入
学当作“流量密码”，贩卖“升学焦虑”，
破坏教育生态，亟需予以整治。

不良信息的传播止于公开、止于
透明、止于监管。教育部门要确保及
时、全面、准确发布招生政策和学校招
生计划等信息，对家长关心的热点问
题及时组织解答，不断提高招生入学
工作透明度。网信、公安等部门要拿
出真招实招，对屡屡违规的自媒体账
号加大处理力度，切实维护家长和学
生的合法权益。

网络平台要加强内容审核，从源

头上遏制相关不良信息的传播。少数
自媒体账号会通过使用谐音字、错别
字等手段，规避平台审核。对此，平台
在加大人工审核投入的同时，要加快
技术革新，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快速有效识别和过滤不良信息。还应
设立便捷的举报渠道，并确保举报信
息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面对少数自媒体账号的“话术”，
家长需保持高度警惕。看到“内幕消
息”“缴费占学位”“内部关系入学”等
敏感字眼，要有甄别意识，避免被误
导，从而产生非理性的教育消费行为。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