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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综合治理的“海安样本”系列报道③：

“融和法庭”深耕处，“安”“治”破土“新枫桥”
本报记者 郭致杰

本报讯 （记者 胡佳佳 通讯
员 桂佳立） 近日，江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查
摆 问 题 和 集 中 整 治 开 展 专 题 学 习 。
江西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傅信平主
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扛牢政治责任，进
一步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责任感紧迫
感。要坚持履职尽责，落实主体责
任，坚持以上率下，切实抓好学习教
育工作，确保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要坚持从严从实，进
一步在找准问题、解决问题上精准发
力。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持续传导压力，

勇于刀刃向内，敢于揭短亮丑，以彻
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问题查准找实。
对当下能改的，要不等不拖、即知即
改，确保改出成效；对一时难以解决
的老大难问题，明确整改时限，研究
破解办法，盯住不放，一抓到底。

会议指出，要敢于动真碰硬，进一
步打好集中整治总体战攻坚战。要强
化担当抓整治，从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的政治高度，以更大力度、更实举
措抓好整改整治。要突出重点抓整
治，紧盯突出问题表现及隐形变异问
题，深挖根源、找准症结，集中攻坚、精
准施治。要注重实效抓整治，坚持以
群众认可为标准，把开门整改贯穿集
中整治全过程。坚持把集中整治同健
全制度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审判权
力制约监督，做实司法责任追究，提升
风腐同查同治效果，巩固整治工作成
效，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江西：围绕查摆问题和集中整治开展专题学习公平正义是人民的向往、幸福的尺度。
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公平正义念兹在兹。

“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制
约监督，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是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对维护公平正义提出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
下，法治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公平正义更加
可触可感，收获的是亿万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
更强信心。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2025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青海

调研时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
“如我在诉”的意识办好民生案，依法平衡各方
当事人利益，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近年来，青海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
服务大局，更好助力生态保护、产业“四地”建
设、民生改善、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安全稳定等
重点工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
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善于从政治上看，精于从法治上办。
盐湖镁业、盐湖海纳公司，原是青海盐湖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为响应国家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建设，开发了
金属镁一体化项目及盐湖海纳化工项目。

受核心技术攻关尚未突破、市场环境低迷等
多重因素影响，两家公司面临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资不抵债的困境，生产经营持续亏损，企业陷
入经营困境和债务危机。

2019 年 10 月，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分别作出裁定，受理盐湖镁业、盐湖海纳重整案。

“企业破产程序‘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
该案涉及的两家公司债权人人数众多、债权结构
复杂、利益诉求不一，还有 5300 多名职工的安
置问题，平衡各方利益难度极大。”西宁中院民
二庭庭长黄存智介绍道。

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青海省
高级人民法院的有力指导下，西宁中院案件办理
团队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理念贯穿
于办案全过程、各环节，最终依托中国五矿、中国
盐湖集团运营管理优势，优化企业产业布局和产
品结构，使两家企业经营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增强，企业职工利益也
得到全面保障，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

盐湖镁业、盐湖海纳重整案圆满审结后，黄
存智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说：“只有将
法院工作置于全局中思考谋划和推动落实，才能
真正实现司法的价值和功能，才能真正彰显法院
的担当与作为。”

“全省法院牢固树立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意识，特别是在审理一些大要案
时，坚持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青海高院民二庭庭长刘江静告诉记
者，“在审理破产案件时，法院始终坚持以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保企业、稳就业、
促发展，主动加强与政府的联动，助力企业引入优质资本，防止机械司法‘一破
了之’。”

据统计，2021 年以来，青海法院通过破产重整促成了省投资集团电解铝、
水电等核心产业转型升级；帮助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完成后恢复上
市，经营实现扭亏转盈；促成国家重点能源建设项目玛尔挡水电站全面复工建
设，增强了黄河上游防汛、发电能力。四年多来，法院共帮助多家企业通过重整
化解债务 2000 多亿元，保住了 2.6 万余人的就业岗位，得到青海省委、省政府有
关领导的充分肯定。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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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孙 兵 通 讯
员 华利国） 近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组织开展第三批审判力量对口支援
行动，从高院、中院选派 27 名优秀年
轻法官和法官助理到辖区相对薄弱基
层法院开展派驻支援，强化上级法院
对下指导帮扶力度，推动审判资源向
基层下沉，助力相对薄弱基层法院提
升司法能力。

此次对口支援坚持“高院统筹+中

院自主”模式，由吉林高院统筹开
展跨地域对口支援工作，各中院结
合本地实际在辖区内开展对口支援
工作，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
强的年轻法官和现实表现突出、有
发展潜力的优秀法官助理组成支援
团队。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帮助相对
薄弱基层法院深入分析致薄原因，研
究切实有效的脱薄举措。同时，将对
口支援作为培养锻炼干警的重要平

台，健全选派、管理、考核、保障等
工作机制，将对口支援干警纳入全省
法院年轻干部人才库，重点关注、跟
踪培养。

据悉，2022 年以来，吉林高院
持续开展对口支援行动，累计选派
141 名干警到相对薄弱基层法院支援
审判执行工作，为实现相对薄弱基层
法院全面脱薄、推进全省法院高质量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吉林选派优秀干警派驻支援薄弱法院

江苏海安李堡镇，明代抗倭重
镇，1946 年粟裕“三战三捷”的传
奇战场。镇中心小学里，乐善好施的
尤敬国、孝子姜日章、高僧脱凡“三
贤”雕像静静矗立着。

光阴流转，他们的故事口口相
传。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与乡贤美德
的土地，锻造了李堡人骨子里的坚
韧、好胜与淳朴，也铸就了今日的

“剪折卷机床之乡”。
然而，经济活力在催生财富的同

时，也带来了矛盾与摩擦。2021 年 5
月，王吉军来到李堡镇担任党委政法
委员，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伴随
村民法治意识的觉醒，维权诉求呈井
喷 之 势 ——“ 打 12345、打 110、打 官
司”的“三打”现象，渐渐成了李堡的新
常态。

“当年的‘三打’精神，变味了。”王
吉军心头很不是滋味。他意识到，传
统解纷的“堤坝”，已然拦不住群众对

“实质性化解”的渴求……

不做一枝独秀的“跛脚鸭”

秦明，是最早嗅到这股变化的人
之一。

彼时，他是李堡镇堡河村党支部书
记。曾干了十多年村委会调解工作，自
认最懂村里人情世故。在“抬头不见低
头见”的熟人社会，大伙儿向来“讲面子、
重人情”。

可就在一次调解邻里纠纷时，村民

一 句 话 把 他 噎 住 了 ：“ 你 这 ‘ 土 办
法’管得了君子，管不了赖皮！光靠

‘差不多’‘看面子’能顶啥用！”
这句话，像根刺，扎进了秦明心

里，也让王吉军陷入深思。
“坚持矛盾不上交，不代表把问

题‘捂住’‘堵住’，更不能用和稀泥
的方式糊弄、搪塞有困惑、有烦恼的
群众。关键还是要把矛盾纠纷预防化
解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

2021 年 夏 天 ， 王 吉 军 把 派 出

所、司法所、人民法庭等政法条线
的职能部门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
会，大意就是让大家谈谈自己的实
际困难，一起寻找破题的法子。

“李堡人民法庭，总共就俩员额
法官，却要管全镇的官司，人案矛盾
很突出。”

“派出所、司法所各自为战，
功能重叠却衔接不畅，群众常陷入
投诉无果、调解无效的怪圈。”

⇨⇨下转第三版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
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县一级工作做好
了，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就有了坚实基础”。

位列全国百强县市，江苏海安直面
城镇化阵痛与“成长的烦恼”，紧紧围绕
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法治建设既要
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落
到实处，聚焦城市社区、建筑行业、乡村
治理三大场景，探索形成“党委领导、专

班联动、多元共治、司法赋能”的社会
综合治理创新模式，交出一份新时代

“枫桥经验”扎根县域的精彩答卷。
治理之要，首在方向。海安的破

题，始于党的领导这个“定盘星”。从
社区治理中“支部建进小区”筑牢根
基，到建筑行业里政法专班靠前服务，
再到乡村治理中“融和法庭”嵌入治理
链条，事实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优势既

体现于顶层设计的科学谋划，更彰
显于资源力量的统筹整合与风险挑
战前的果断决策。要充分发挥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让分散的治理资源拧成“一股绳”，
让多元的治理力量合成“一张网”，
确保基层治理不偏航。

治理之效，贵在联动。面对社
区物业纠纷、建筑工程纠纷这类多
主体、跨领域的治理难点，海安以

“专班联动”打破壁垒——政法力量
下沉一线，职能部门协同发力，这种
靶向施策的机制，既精准回应群众
与企业的急难愁盼，更有效破解“九
龙治水”困局， ⇨⇨下转第三版

让“海安样本”可持续、可复制、不走样
本报评论员

近日，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开展“送法进军营”普法宣传活动。干警以民法
典为讲课重点，结合典型案例，向部队官兵普及婚姻家庭、买卖合同等方面的法律
知识，并现场就官兵们关心的军人权益保护、房屋买卖等法律问题进行解答。图为
干警讲解民法典漫画手册。 王丹婷 摄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召开党组 （扩大） 会议，传达学
习中央政法委工作要求、省委政法委
相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湖南高院党组书记、院长朱玉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法院要认真
学习领会近期中央政法委、省委政
法委工作要求，抓好贯彻落实。要
始 终 坚 持 党 对 法 院 工 作 的 绝 对 领
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践行习
近平法治思想，不断做实“从政治
上看、从法治上办”。要坚决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始终坚持“两
聚焦一结合”工作思路，以做实服

务中心大局“五项重点工作”为主
线，立足“三大审判”，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作用，以严格公正司法统筹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努力实
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会议强调，要持续提升审判质效
和公信力。始终紧扣“公正与效率”
主题，强化对下指导、审级监督、立
审 执 衔 接 等 ， 持 续 整 治 “ 程 序 空
转”，一体抓实质量管理、过程管理
和智慧管理。要坚持严管厚爱结合、
激励约束并重，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锻造忠诚
干净担当的过硬法院铁军。

（李 果 杨勤煊）

湖南：不断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

广西：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总体下降
本报讯 （记者 吴 琪 通讯

员 许 林）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2024 年以来广西法院开展禁毒工作
和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并公
布 5起重大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近年来，广西法院一审新收毒品
犯罪案件数量总体下降，毒品犯罪受
到有效遏制，但毒情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毒品犯罪集中表现为走私、贩
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
境外毒源地输入压力持续增大；毒品
交易加速向信息化形态演进，通过

“ 跑 腿 ”“ 同 城 直 送 ” 进 行 物 流 寄
递，使用虚拟货币进行电子支付的
非接触式手段逐渐成为毒品犯罪新

常态；不法分子利用新型毒品的镇
静、麻醉功效实施强奸、抢劫等关
联犯罪持续增多。

广西法院坚持打防并举、综合
施治，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零容
忍”和高压震慑态势，依法从严惩
处严重毒品犯罪，持续加大对毒品
犯 罪 的 经 济 制 裁 力 度 ， 加 强 与 公
安、检察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筑牢
禁毒防线。

据介绍，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5
月 ， 广 西 法 院 审 结 毒 品 犯 罪 案 件
3810 件 5572 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直至死刑 561 人；毒品犯罪
案 件 涉 财 产 执 行 执 结 率 为 87.21% ，
执行到位金额 3101万元。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殷殷嘱
托：“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
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
面。”春风化雨的嘱托，激荡着云岭大地的司法
脉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提升审判质效”
为攻坚靶向，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与党中
央对新时代审判工作的部署安排深度融合，以实
干为笔、以公正为尺，在边疆沃土上书写司法为
民的新篇章。

云南法院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以用脚步
丈量大山、把法庭“搬”到群众家门口，以数据瘦身
释放审判活力，以科技赋能打通司法“最后一公
里”，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筑牢边疆安宁与民族团
结的司法防线，让公正裁判的温暖直抵民心深处，
走出了一条具有边疆特色的司法服务新路径。

移动法庭：“背”出来的司法新模式

清晨，雾气尚未消散，师宗县人民法院丹凤人
民法庭庭长刘丽萍边擦汗边向身后的记者介绍
道：“穿过这片小树林，就到村委会的临时法庭
了。”她身后，山下的警车已化为一个小点。这是
丹凤法庭每月定期“送法下乡”的一幕。

7 月 16 日晚上 7 点多，刘丽萍和同事绕行十
多里的山路，第五次来到五龙乡的一个小山村。
村民老张笑容满面地说：“我老伴回来了，我们打
算好好过日子！”原来，今年 5 月，巡回法庭判决他
们不准离婚，尽管电话中得知原告李阿姨不上诉，
刘丽萍仍不放心，专程前来探望。临别时，她再三
叮嘱：“你们矛盾不大，关键得自己解开疙瘩。”法
官们婉拒了村小组长的留饭邀请，冒雨赶回办案
点，继续调解一起婚姻纠纷。

记者不禁问道：“为何要坚持每月跑这么远？”
刘丽萍指向辖区地图——丹凤法庭管辖面积达
1700 平方公里，包括 1 个街道、3 个少数民族乡的
49 个村、439 个自然村，犹如星星般散落在山间。
此地司法资源匮乏、山路崎岖、网络信号不佳，若
仅在法院“坐等上门”，老百姓跑一趟可能得花一
整天，法治需求根本无法及时得到解决。

面对难题，丹凤法庭摸索出“固定+灵活”的
“一月一巡回”模式：每月固定 3 天时间到巡回办
案点，同时根据需求灵活调整办案路线。截至
2025 年 7 月 17 日，丹凤法庭“一月一巡回”活动已
指导或参与基层组织化解纠纷 100 余次，现场立
案 50 件，就地开庭 50 次，送达文书 700 件，解答法
律问题 1200 人次，开展法治宣传 600 人次，进行时
事政策宣讲 5次，法庭巡回办案率高达 95%。

法官们背着国徽，走进傣族寨子、彝家火塘、
茶马古道旁，化身为“调解侠”“和事佬”，一边进行
普法宣传、一边现场解决纠纷，法律不再是“高高
在上”的条文，而是充满“烟火气”的切实帮助。

大山深处“固定+灵活”的移动法庭，是离
群众最近的“正义驿站”，是云南法院精准定位
为民服务，以担当破解司法资源不足难题，为乡

村振兴注入司法动能的不懈努力。
截至 6 月底，云南全省法院收案增长 27.27%，其中先行调解成功率达 23.09%，

高于全国均值 8.18个百分点；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为 97.84%，高于全国均值 3.02个百
分点。

采访中，云南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宏伟表示：“定分止争做深做实，不是空洞
口号，而是背进深山的国徽，是法官鞋底沾满的泥土，是老百姓脸上绽放的笑容。”

“指尖”法院，送到心坎上的司法服务

在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老杨望着迟迟未拿到补偿的土地，愁眉不展。一想
到打官司得跑县城、程序复杂，他便头疼不已。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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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永安：送法进军营

今
日
导
读大力强化民法典在司法审判中的精准实施 （文见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姚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