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010）67550947 电子信箱：luxikun@rmfyb.cn2025年 6月 30日 星期一 周刊部主办 责任编辑 陆茜坤 见习美编 穆 依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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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 风］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摩崖造像的总称，有造

像 5万余尊，铭文 10万余字，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

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世。1999年，大足石刻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近年来，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深入践行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挖掘大足石刻“无讼”文

化内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推动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为千年石刻焕发新

生机贡献司法力量。

让世界文化遗产“活”起来

因老父亲医药费问题争吵不休的
李氏姐弟，在大足区法院立案庭庭长李
钰娟引用大足石刻《父母恩重经变相》
中的铭文劝解下，渐渐地低下了头。

原来，李氏姐弟一直以来约定由
事业有成的李弟负责父亲的生活、医
疗开支，由全职在家的李姐负责照顾
父亲的生活起居。然而李姐却在亲戚
邻居中宣扬李弟不孝，姐弟俩因此积
怨。李弟将李姐诉至法院，要求按照
50%比例支付父亲的医疗费。

在铁山镇胡家大院的诉讼冷静室
内，李钰娟和诉讼冷静劝导员巧用石
刻 文 化 ， 通 过 请 喝 一 杯 “ 无 讼 清 茗 ”
的方式，以茶去火、以茶评理，逐步
解开姐弟心结。最后，李氏姐弟以茶
言和，矛盾纠纷就此化解。

这 样 的 案 子 不 是 个 例 ， 2024 年 ，
大足区法院调解纠纷 1.4 万余件，当事
人服判息诉率达 93.25%。

“大足石刻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 化 是 当 地 人 传 承 千 年 的 精 神 纽 带 ，
将 其 植 入 调 解 ， 既 解 决 了 具 体 纠 纷 ，
又营造了崇德向善新风。”大足区法院
三驱人民法庭庭长胥杰表示。

大足石刻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体现了“无讼”“息讼止争”的司
法文化和诉讼理念。大足区法院在大

足石刻中创新提炼“无讼”文化理念，
与调解方式、解纷机制相结合，让世界
文化遗产“活”起来，让精美石刻在司
法实践中会“说话”。

从唐宋匠人的凿刻声，到司法调解
的和鸣声，大足石刻的故事从未中断。

如今，在纠纷化解中提炼融入大
足石刻“无讼”文化，创新“诉讼冷
静”理念，建立机关、镇街、村社三
级联动诉讼冷静体系，打造“无讼大
足”法治文化品牌，已成为大足区法
院 促 进 社 会 治 理 创 新 的 司 法 “ 新 名
片”，也成为大足区法院守护千年石刻
的“法治密码”。

构建川渝石刻司法保护格局

峭壁之间，沟壑之内，造像屹立，
幽静怡然。大足石刻和安岳石刻这对引
人瞩目的“姐妹花”在巴山蜀水的悬崖
峭壁上已“绽放”千年。携手保护珍贵
的巴蜀石刻文物也成为助力成渝两地唱
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的一项重要
任务。

2023 年 5 月 ， 大 足 区 法 院 、 四 川
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大足石刻
研究院、安岳石窟研究院召开司法协
作框架签署会议，举行“资大文旅车
载巡回法庭”启动仪式，在石刻文物
保护、护航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深化
司法协作。

2024 年 9 月，“资足无讼·跨域
协作示范区”正式建立，进一步拓宽
川渝石刻司法保护新路径。

“巴蜀石刻文物和文化遗产，是
巴蜀人同根同源、心灵契合的纽带，
两地法院共同携手，是成渝两地悠久
而厚重的石刻文化在司法领域的传承
与融合，也是共同助力资大文旅融合
示范区建设的双向奔赴。”大足区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杨烈表示。

如今，两地一体化司法保护大格
局初步显现，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法治
生态越发稳健。

“不同于北方规模宏大的皇家石
窟，以大足、安岳等地为代表的巴蜀
石刻广泛散落乡野，这对文物保护是
一大难题。现在两地法院可以利用资
大文旅车载巡回法庭的流动性，常态
化送法入村，将文物保护理念传递至
最前端。”大足区法院审判委员会专
职委员杨灿表示。

随着司法协作的深入，两地法院
还联合打造“资足无讼·枫和万家”
党建品牌，利用车载巡回法庭化解边
界纠纷，常态化进乡村、进旅游景
区、进文旅产业园区开展普法宣传活
动 31次，惠及群众 9000余人。

通过厚植大足石刻“无讼”文
化，落实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制
度，细化服务巴蜀文旅走廊的司法举
措，让川渝两地法院构建起全面的川
渝石刻司法保护格局，也为成渝地区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合力。

实现“法治+文旅”跨界融合

作为重庆市唯一的世界文化遗
产，大足石刻以其独特魅力吸引了来
自全国的游客前来“打卡”，这也对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签署 《大足石刻文化遗产生态
司法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
《“资大文旅车载巡回法庭”司法
协作协议》 ……近年来，大足区法
院 积 极 完 善 内 外 部 协 同 联 动 机 制 ，
联合检察、文物等部门建立健全执
法司法协作机制。

“游客们，现在我们将开启大足
石刻‘无讼’法治之旅。”正值大足
石刻国际旅游文化节，来自全国各

地的 48 名游客走进了位于宝顶镇北
宋街的大足石刻文化遗产保护法庭
参观。

“这里展示的是大足石刻文物保
护典型，记载了过去数年曾发生过的
文 物 盗 窃 案 ， 其 中 较 为 重 大 的 是
1995年北山释迦牟尼头像盗窃案。”

“大足石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动载体，其蕴含的‘无讼’文
化也是一脉千秋、源远流长。”

“大足区法院解码 《牧牛图》 中
的‘无讼’玄机，以‘牧牛调心’为
喻，将‘狂心难训’到‘人牛两忘’
的过程延伸为解纷十步法。”

听着讲解员的娓娓讲述，游客们
不禁感叹：“一次大足石刻行，不仅
生动见证古今石刻遗韵，更能领略千
年‘无讼’文化魅力。”

打造具有大足特色的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司法体系，是大足区法院一
直以来的目标。2024 年 5 月，重庆市
首家文化遗产保护法庭——大足石刻
文化遗产保护法庭挂牌成立，成为游
客们在旅途中的一道特色“风景”。

2025 年以来，大足区法院继续
探索创新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多元方
式，以“法治+文旅”跨界融合，融

“法”于“景”，打造大足石刻“无
讼”法治文旅线，在增加游客旅游体
验的同时，厚植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理念，营造崇德尚法、和合共生的社
会风尚。 2025 年春节以来，大足石
刻文化遗产保护法庭接待游客 2000
余人次，为游客、景区提供法律帮助
40余次。

如今，大足石刻文化遗产保护法
庭已成为弘扬大足石刻“无讼”文化
的特色基地、面向群众的法治文化基
地、培育学生的法治教育基地、淬炼
法院干警的现场教学点。为全力护航
大足石刻景区高质量发展，大足区法
院还设立党员先锋岗，结合重点旅游
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
等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安心、更
放心。

“司法要坚持与时代同行，找准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发力点，
让 基 层 司 法 实 践 ‘ 活 ’ 起 来 ， 以

‘法’之力传承中华文明，守护千年
石刻的根与魂。”大足区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乐巍表示。

重庆大足重庆大足：：守千年石刻守千年石刻 护灿烂文明护灿烂文明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蒋爱廷 刘卓颍

大足区法院法官在诉讼冷静室里调解案件。 蔡安庆 摄

川渝两地法院举行“资大文旅车载巡回法庭”揭牌仪式。
王昱聪 摄

人大代表调研大足石刻文化遗产保护法庭。 梁 雨 摄

近年来，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不断完善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

理大格局，以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为契机，积极探索“法

院+综治中心”基层治理新模式，构建“源头预防—多元解

纷—末端治理”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

解、多元共治,实现法院与综治中心的融合发展，绘就一站

式治理新“枫”景。自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以来，各镇街

综治中心积极协助调解了一批法院移送的诉讼案件，同

时，法官下沉综治中心一线，成功就地化解大批矛盾纠

纷，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阵地前移，构建矛盾纠纷“集
散地”

“我家里遇到一些变故，这 6 万余元
我 实 在 拿 不 出 来 ，他 们 让 我 一 次 性 还
完，法官我该怎么办呀？”在西塞山区法
院法官赵婧的办公室里，当事人陈某情
绪激动，几近崩溃地哭诉道。

这是一起因信用卡透支引发的金融
借款纠纷。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赵婧
在审查案件时发现，类似金融纠纷在陈某
所属街道较为集中，潜在矛盾风险隐患较
大，若只就案办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赵婧果断启动协同机制，通过“综治中心+
法官工作站”联动，精准对接街道综治力
量，开展巡回审判。庭审现场，赵婧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高效有序开展庭审工作；
庭审结束后，赵婧在综治中心的协助下组
织双方调解，并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既缓解了当事人的燃眉之急，也为同
类纠纷的化解提供了示范。

西塞山区下辖 4 个街道、1 个工业园
区（河口镇），常住居民近 20万人。作为老
工业城区转型发展的典型，基层治理面临
诸多挑战。西塞山区法院立足功能定位，
将 5个法官工作站常态化入驻各镇街综治

中心，选派法官、法官助理每周轮值坐班、
参加综治例会、参与“七长”（派出所所长、
法庭庭长、司法所所长、住保局局长、城建
局局长、城管执法队队长、民政局局长）大
接访，协同综治中心做好矛盾隐患排查和
纠纷前端化解等工作，集约打造群众“家
门口的法院”，让司法服务触手可及，实现
纠纷化解的“近”与“快”。

为进一步筑牢矛盾纠纷化解的“第
一 道 防 线 ”，打 通 司 法 为 民“最 后 一 公
里”，西塞山区法院创新设立“立、调、审”
一站式巡回法庭，整合法院专业力量与
综治中心属地优势，形成立案、调解、审
理“一条龙”服务模式，聚焦群众关心的
涉民生类纠纷及其他具有多发性和典型
意义的案件，通过开展巡回审判、现场调
解等方式，一体快速化解矛盾纠纷，既解

“法结”又解“心结”，让群众切实感受到
司法的温度与效率。

聚势合力，构筑联动解纷“新
高地”

“都这么多年了，事情还没得到解
决。我不管，今天你必须给我个交代。”
在综治中心的调解室里，被油烟排放问
题困扰的林某情绪激动，言辞激烈。

林某与胡某是上下楼邻居，因胡某
擅自修改烟道而引发邻里纠纷。法院判
决胡某恢复烟道后，胡某迟迟不履行生
效判决。执行法官虽屡次调查走访，但
该案受涉及房屋结构改造、两家人邻里
积怨较深等多方因素影响，一直难以推
进执行工作。

西塞山区法院入驻综治中心后，联合
街道、检察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借助综
治中心工作人员“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
开展多轮调解，从法律规定和邻里关系两
方面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思想工作，最终
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胡某家完成了
烟道改造工作，困扰林某家多年的油烟问
题得以彻底解决，两家人冰释前嫌。

聚焦辖区杂居型社区多、基层治理难
度大的特点，西塞山区法院坚持问题导
向，纵深探索、多“点”扎根，打造环节更
少、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司法服务模
式。强化司法大数据预警功能，每月向党
委、政府和综治中心报送《诉情分析报
告》，详细分析各镇街矛盾纠纷情况，为党
委、政府预判风险、精准施策、解决基层治
理难题提供有力的司法“智库”支撑。深
度融入区级综治中心大平台，依托区综治
中心整合资源，设立全市首个行政争议化
解工作室，打造涉诉行政争议“诉前—诉
中—诉后”全链条治理体系。

西塞山区法院不断探索一站式联动
解纷模式，以驻综治中心法官工作站为
前哨抓手，引入“法院+N”力量，与街道、
社区、商会、调解组织等合作联动，助力
源头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实现多元解纷

“1+1＞2”。同时，畅通诉调对接“高速
路”，主动引导诉调对接，对联合调解成
功的案件第一时间开通司法确认“绿色
通道”，实现“人民调解+司法确认”无缝
衔接，为群众维权提供高效、权威、低成
本的解纷途径。此外，西塞山区法院还
加强基层调解力量的“造血”功能，通过
业务培训、案例指导、示范调解等，加大
对辖区人民调解员、网格员的业务指导，
不断提升辖区人民调解员、网格员的法
治素养和调解技能。

延伸服务，释放基层治理“高
效能”

“经过这次实地勘验，看到土地复

绿 的 植 被 存 活 率 较 高 、 苗 木 长 势 良
好、土壤状况改善明显，我们对本案
的生态修复效果予以认可。”回访工作
组成员表示。

在西塞山油库 2 号码头生态修复案
中，西塞山区法院创新引入“事前预
防+事后修复”的生态司法理念，专门
邀请工业园区综治中心与其他部门组成
回访工作组，对案涉码头护堤地防浪林
的恢复情况进行实地勘验评估，守护长
江岸线绿水青山。回访结束后，工作组
前往道士洑村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村
民播放根据该案改编制作的普法微动漫

《长江边的“种菜”风波》，受到了村民
的好评。

西塞山区法院依托综治中心群众
基础优势，延伸司法服务，做实做优

“抓前端、治未病、重预防”大文章。
建立“判后答疑+典型案例”转化机
制，以综治中心为枢纽，针对民间借
贷、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 5 类高发
纠纷制作类案指引手册，把个案转化
为典型案件，达到“审理一案、教育
一片”的效果。

西塞山区法院还打造了特色普法品
牌 ，“90 后 ” 法 官 、 法 官 助 理 组 成

“YOUNG 法轻骑兵”法治宣传团队，
线 下 常 态 化 开 展 “ 法 律 六 进 ”， 进 机
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
业、进单位开展巡回审判、法治夜校、
普法讲座等活动。西塞山区法院巡回审
理的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纠纷，吸引了
当地 110 余名群众旁听，推动形成“调
解优先”的共识。线上利用新媒体平台
积极打造 《跟着小西来学法》 普法宣传
品牌，创新“案例漫画+法官说法+互
动问答”传播形式，推出 《假如我是外
卖员》《国家安全，这条视频你值得观
看》《重生之我在霸总短剧里当特助》
等作品，单条短视频最高播放量达 20
万次。

下 一 步 ， 西 塞 山 区 法 院 将 紧 扣
“ 现 代 化 特 钢 之 城 ” 发 展 定 位 ， 持 续
深化“红耀天平·益企同行”党建品
牌 ， 深 入 开 展 服 务 企 业 “ 双 千 ” 活
动，建强用好民营经济纠纷调解工作
室，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
风，为司法赋能基层治理贡献更多法
院力量。

西塞山区法院法官在综治中心为当事人释法明理。
资料图片

西塞山区法院法官在综治中心调解室调解案件。
资料图片

西塞山油库 2 号码头生态修复案回访工作组开展勘
验评估工作。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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