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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寨安徽金寨：：政协委员出面政协委员出面，，1111年陈案一朝解年陈案一朝解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王路瑶 刘 颖 冯 巍 文/图

为边疆基层治理贡献法院力量

以法为桥，以情化怨

湖南省双牌县人民法院人民陪
审员 匡云华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左旗乌兰
牧骑队长 阿拉腾达来

司 法 服 务 要 紧 盯“ 用 户 ”需 求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集团首席技
师、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加工中心特
级技师 傅国涛

河南商丘睢阳：巧用“六尺巷”典故解“疙瘩”
刘 军 文/图

主动述职 现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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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法官和政协委员的调解。对这个调
解结果，我们哥俩都心服口服！”近日，在政协委员驻
庭调解工作室内，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
原、被告向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郭村人民
法庭庭长李书强和区政协委员孙敬坤伸出大拇指，
曾经满面愁容的脸上也终于展露出笑颜。

事情要从 2024 年 8月的一次意外事故说起。原
告陈某跟随被告马某在睢阳区勒马乡的一处工地务
工期间，被掉落的建筑物砸伤头部。双方多次协商
赔偿事宜无果，由此产生纠纷。

接到此案后，李书强第一时间联系陈某、马某
到庭当面调解。但双方在误工费、治疗费等费用的
赔偿上各执一词、互不退让，案件陷入僵局。为妥
善化解双方之间纠纷，借助睢阳区法院与区政协打
造的“政协+法院”多元解纷机制，李书强找到孙
敬坤，共同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

以“背靠背”的方式了解清楚双方诉求和争议焦
点后，李书强、孙敬坤再次邀请双方坐下来“面对
面”沟通。孙敬坤引用“六尺巷”的典故，给双方讲
述了“宽容礼让、以和为贵”的道理。最终，双方各
退 一 步 ， 就 赔 偿 金 额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 马 某 当 场 将
3000 元赔偿款通过手机支付给陈某。双方解开了心
中的“疙瘩”，在法官和政协委员的见证下握手言和。

图①：李书强 （中） 和孙敬坤 （左） 听取当事人
诉求后，为当事人讲解法律规定。

图②：孙敬坤 （左） 借用“六尺巷”的典故劝说
当事人。

图③：当 事 人 通 过 手 机 小 程 序 在 调 解 笔 录 上
签字。

图④：在政协委员的见证下，当事人在调解协议
上捺下指印。

“老汪去世多年了，家里条件也不好，小汪愿意代为履
行，你们这边能不能也让一点？”

“余书记，你说得对，11 年了，我们都放弃了，小汪愿意
替父还款，我挺意外也挺感动的，给我们 6万元就行了。”

近日，在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党总
支第一书记余静的协助下，金寨县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时间
长达 11 年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家
属解开了多年的心结，握手言和。

2013 年 12 月，老汪驾驶三轮车与陈某驾驶的摩托车相
撞，造成陈某及其妻子宋某受伤，陈某的摩托车受损。经法院
判决，老汪须赔偿陈某、宋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
14 万余元。陈某、宋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因老汪家庭
情况困难，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进入终本状态。谁
料不久后，老汪因病去世，案件自此陷入僵局。

近年来，金寨法院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大
格局，建立健全“法院+村委会”联动执行模式，充分发挥村
干部人熟、路通、情况明的优势，化解了一批陈年积案。为了
实质性化解这起旧案，金寨法院向大湾村村委会寻求帮助。大

湾村村委会大力支持法院工作，协助法院查人找物。余静委员得
知老汪之子小汪如今已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后，主动找到了小汪。

“之前年龄小，不知道父亲欠钱未还。做人要讲诚信，我愿
意代为履行。但我目前确实没有这么多钱，可否给我一定的宽限
期？”小汪当即表示。

有了小汪的表态，执行法官和余静委员又找到申请执行人，
为他们释法析理，劝解他们：“现在小汪愿意主动代父履行义
务，体现出了他作为人子的道德责任，是孝行，也是诚信与担
当。希望你们也能理解他的难处。”

最终，申请执行人被小汪的担当精神所感动，表示愿意放弃
部分赔偿款。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小汪当场将 6 万元赔偿款
履行完毕。

图①：余静委员 （右一） 做申请执行人家属的思想工作。
图②：执行法官与余静委员 （右三） 一同向双方释法析理。
图③：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
图④：在余静委员 （右三） 的见证下，双方握手言和。
图⑤：被执行人家属当场将 6万元赔偿款履行完毕。

2022 年 9 月，我有幸成为一名光荣的
人民陪审员，走进庄严神圣的法庭，责任
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在一次次的陪审工
作中，我发现严肃的法庭上也有温情的流
露，公正的程序中亦存在人性的考量，感
受到了法律别样的温暖。

“我养你小，你不养我老，那我养你
还有什么意义？”法庭上，一位 90 岁高龄
的老人满脸泪水，声嘶力竭的声音在法庭
内回荡，透露出她的心酸和无奈。

作为一名人民陪审员，在参与的诸多
案件中，这起赡养纠纷是最令我印象深刻
的一起案件。案件的主人公是一对母子，
他们本该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却因赡养费
的问题对簿公堂，让本该充满爱的家庭关
系陷入了深深的危机。

庭审中，哭泣的这位老人满脸沧桑，
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的
儿子则是满脸无奈，先是称自己生活艰
难，又表示家中土地分配不均，他未能分
到应得份额，只能每月支付 200 元赡养
费，这远低于老人要求的 800 元。孙女作
为父亲的诉讼代理人，坐在一旁沉默不
语。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矛盾逐渐
升级，亲情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面对这样紧张的局面，我深知依法判
决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修复家庭关系才是
关键。我与法官商议后，决定与他们进行
深入的沟通交流。

我先找到儿子，了解其家庭的生活
状况，与他回忆起母亲曾经对他的关爱
与付出。我轻声劝道：“母亲现在老了，
不能扛起生活的重担了，又没有其他人

可以依靠。你还年轻，生活虽苦，但亲
情不能断。人都要老的，希望你给后辈
做个良好的榜样。”说完，我看到他开始
动摇了。

接着，我在孙女身边坐下，问她是
否 还 记 得 小 时 候 与 祖 母 相 处 的 温 馨 时
光，陪伴她度过的日日夜夜。看她眼眶
渐渐泛红，我告诉她：“祖母年纪大了，
打官司也是无奈之举。她含辛茹苦地将
你父亲养大，又帮忙照顾你，为这个家
庭奉献了一辈子。让她安度晚年既是晚
辈 的 法 定 责 任 ， 也 是 晚 辈 应 尽 的 孝 道 。
希望你能够劝导你父亲主动承担起照顾
祖母的责任。”

在与老人交流时，我握着她的手说：
“孩子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大家一起想办
法，家庭和睦比什么都重要。人至老年，
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家和万事兴。”
老人听着，默默流下了眼泪。

与此同时，法官从法律角度为儿子详
细解读了赡养义务的不可逃避性，并明确
告知他，即便土地分配存在争议，也不能
成为他们如今不赡养的理由。

经过推心置腹的深入沟通，他们的态度
逐渐变化。儿子承诺努力改善经济状况，增
加赡养费。孙女意识到自己的冷漠，主动向
祖母道歉。祖母也原谅了孩子们的行为，只
希望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在一起生活。那一
刻，我真切地感受到情感修复所带来的温暖
与力量。

通过这次参审，我深刻地认识到人民
陪审员的职责不仅仅是参与审判，更要与
法官携手化解矛盾纠纷，修复当事人之间
破裂的关系，促进和谐共融。以法为桥，
以情化怨，在依法审理的同时尽量做到情
理结合，让法律更有温度。每一个案件背
后 都 有 复 杂 的 人 性 与 情 感 ， 我 们 要 用 耐
心、爱心和同理心去认真对待，才能真正
做到案结事了，让家庭回归和睦，让社会
充满和谐。

（李 果 唐灵芳 整理）

本报讯 “2024 年你们对群众反映的执行问题采取了哪些
解决措施？”近日，在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党组领导班子成
员述职评议会上，宿迁市人大代表孙以林向述职的沭阳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孙泳现场提问。

“2024年，我院通过开展执前督促履行工作，实现 863件案件
主动履行完毕，督促义务人主动履行 3900余万元。”孙泳回答。

据了解，如今，沭阳法院党组领导班子成员每月都要向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述职，报告上月工作开展情况和工作未落实
的具体原因，接受代表委员的质询和评议打分。为了规范这一
制度，沭阳法院还对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的发言内容和时限等作
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汇报本月发现了什么问题、已解决了什
么问题、哪些问题尚未解决、什么时间解决、解决措施是什
么，用数字说明成绩，用事实证明成果；规定一般性会议主题
报告、综合性会议主题报告和专题性会议发言的时间，并实行
倒计时，倒计时结束后由会议主持人根据情况提出警告或直接
强制终止。

“沭阳法院领导干部带头说短话、讲干货、干实事，全院信访
量逐年下降，案件执结率不断上升，抓会风、转作风见了成效，群
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静评价道。

（李金宝）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左旗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全双喜
带队走访了我，向我详细介绍了该院 2024 年以来在审
判、执行、党建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效。我了解到，一
年来，苏尼特左旗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维护社会
安全稳定，全面推进诚信建设工程，有效推动民商事纠纷
实质化解，全力提升执行工作质效，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不断创新司法为民举措，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以司法温度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一桩桩、一
件件，无不体现着人民法院的责任与担当。

我对法院工作的了解，不仅来自这次走访。一年来，
我多次受邀参加法院调解工作，对法院工作有了更直观、
更全面的认识。让我感受深刻的是，一直以来，苏尼特左
旗法院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要求，立足审判
职能作用，主动融入地方党委和政府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探索符合法院特点和草原特色的矛盾化解模式，极
大减轻了人民群众讼累，有力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
的新需求和新期待。

长期的沟通联络，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法院工作政治站
位有高度、队伍建设有力度、依法审理有精度、司法为民
有温度。希望法院能继续立足地区实际，坚守为民初心，
始终以服务和方便群众为标准，充分尊重群众多样化、多
层次司法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圆满化解
矛盾纠纷，推动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让人民群众切
实感受到司法的智慧和力量。 （张 丽 整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
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司法
服务的对象是人民群众，只有紧盯“用户”需求，才能切
实解决人民群众在司法活动中遇到的难点堵点痛点，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我来自机械加工企业，深知企业发展必须紧盯用户需
求，要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法
院工作也不例外。当选人大代表以来，我走访调研了重庆
市内多个法院，看到重庆各级法院始终坚持“公正与效
率”，扎实做好服务大局、执法办案、服务群众等工作，
真切感受到人民法院紧盯“用户”需求，用心用情提供司
法服务。比如在永川区，法院为切实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
率先成立“永永快执”团队，极大提升了查人找物效率。

我建议，司法服务要持续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
法，始终站在人民群众角度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触手可及、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一是
要当好群众“知心人”。法院工作要将根扎到群众生活
里，叩开百姓的“家门”，打开群众的“心门”，以群众的
需求为导向提供司法服务。二是要当好群众“贴心人”。
法院工作要经常跟群众打交道，要以耐心细致的态度为群
众提供司法服务，让群众感到舒心。三是要当好群众“暖
心人”。法院工作要不断守正创新，将根扎到切实工作
中，提供更加惠民有感的司法服务。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张碧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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