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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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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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热线：（010）67550947 电子信箱：luxikun@rmfyb.cn2025年 3月 1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陆茜坤 见习美编 穆 依

［镜头·现场］

河南安阳河南安阳：：代表参与调代表参与调解解 当事人握手言和当事人握手言和
黄宪伟 文/图

让基层治理既有法度更有温度

我干陪审这五年

江西省万年县人民法院原人
民陪审员 陈风华

全国人大代表、安
徽省潜山市黄铺镇黄铺
村党委书记 王绍南

江苏沛县：代表“零距离”感受庭审
贺 雪 张庆旭 文/图

过去一年，人民法院依法履职，担
当 作 为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作 出 积 极 贡
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一串串
翔实的数据是最好的说明。我们在推
进“数字化、国际化、法治化”新古井建
设中，也得到了人民法院的依法支持，
交出了优异答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是一份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的好报告。

近年来，我们企业所在地的安徽
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秉持“法治是
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积极延伸审判
职能，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司
法服务能力水平，受到企业好评。亳
州法院建立护企服务数据库和企业司
法需求快速响应机制，完善涉企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编制法律风险指导书，深化“府院联动”协同护企机
制，与长三角三地法院建立集群产业司法保障协作机制，在亳芜现
代产业园区等 7 个园区设立巡回法庭、法官工作室，制定风险防范
指引，预防化解新兴产业法律风险，有力保障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希望人民法院继续聚焦企业发展中
的“急难愁盼”，拓展“送法入企”、法治“体检”等有效方式，依法精准
高效助力企业发展，让法治成为营商环境最鲜明的底色。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蒋加磊 整理）

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体现了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法院深入践
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抓前端、
治未病”，切实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
弭于萌芽，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了法
治动能，是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

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
解决。作为来自基层的代表，我深刻
感受到家乡法院在服务乡村全面振
兴、融入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为。比
如 ，安 徽 省 安 庆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将

“六尺巷工作法”推广至全市法院；创
新 解 纷 形 式 ，打 造“ 宜 调 六 尺 巷 ”平
台，设立巡回法庭，通过在线调解、巡
回审判等多种方式，快速化解矛盾纠
纷；通过案例宣讲、法治宣传，提升群众法治意识，推动“少讼”向

“无讼”转变。潜山市人民法院黄铺人民法庭法官定期驻村指导
调解，组建调解队伍，让村民“遇事有人管、矛盾不出村”。

我建议，各地法院要继续加强人民调解员培训，培育基层解纷力
量，做实指导调解法定职能，进一步凝聚多元解纷合力；推广“六尺巷工
作法”，汲取传统文化智慧，让基层治理既有法度、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钱泽明 整理）

为 进 一 步 深 化 司 法 公 开 ， 主 动 接 受 社 会 监
督，增强审判工作透明度，近日，江苏省沛县人
民法院大屯人民法庭邀请多名镇人大代表走进法
庭旁听案件庭审。

庭审前，在大屯法庭干警的带领下，代表们参
观了法庭荣誉室、法官书屋等场所，对法庭工作成
果及基础设施配备有了更加全面直观的了解。

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就案件争议焦点展开举
证质证和法庭辩论等环节。主审法官严格遵循法
定程序，有序把控庭审节奏，充分保障当事人诉
讼权利。代表们专注倾听、认真记录点评，对法
官的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水平及司法作风进
行全程监督。

“整个庭审过程规范高效，法官对争议焦点的
把握精准到位，体现了较高的专业素养和司法水

平。”一位人大代表在庭审后说道。
庭 审 后 ， 大 屯 法 庭 举 行 了 座 谈 会 。 会 上 ， 沛

县 法 院 审 判 委 员 会 专 职 委 员 李 魁 向 代 表 们 通 报 了
大 屯 法 庭 近 年 来 民 商 事 审 判 工 作 情 况 ， 重 点 介 绍
了 大 屯 法 庭 在 服 务 企 业 发 展 、 优 化 法 治 化 营 商 环
境 等 方 面 的 创 新 举 措 。 代 表 们 对 法 院 主 动 接 受 监
督 、 推 进 司 法 公 开 的 做 法 表 示 充 分 肯 定 ， 并 围 绕

“企 业 合 同 风 险 检 视 ”“ 典 型 案 例 宣 传 ” 等 问 题 建
言 献 策 ， 为 法 院 完 善 工 作 机 制 、 提 升 司 法 服 务 质
效提供了重要参考。

图①：代表们参观大屯法庭争创“枫桥式人民法
庭”成果展示室。

图②：代表们参观法庭荣誉室。
图③：代表们认真旁听庭审。
图④：座谈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

2025 年 2 月 21 日，作为上一届人
民陪审员，我在江西省万年县人民法院
新任人民陪审员的就职宣誓培训仪式上
作了经验分享。这也表明，我生命中最

为特别的五年时光将告一段落。
2020 年初，县人大的一份人民陪

审员任命书，开启了我的人民陪审员经
历。五年来，我参与审理了 136 起案
件，它们如同 136 块法治拼图，在法庭
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在法槌清脆的敲击
声里、在诉讼参与人的陈述之间，重新
构建起我对公平正义的认知。

我还记得自己参与审理的一起医疗
纠纷案，法庭上，主治医师坚称“已尽到
注意义务”，患者家属哭诉“医院冷血无
情”，双方争执不下，莫衷一是。在主审
法官的带领下，我们翻开《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逐字推敲。法官从法律条文、判例
和法理角度分析案情，我们陪审员则从
案件的社会影响和道德层面来评判，视
角各异，但殊途同归，最终作出的判决也
让双方都服判息诉。在这个案子里我深
深感受到，法律正是在用精确的刻度丈
量着职业责任与人道关怀的边界。

在一起涉未成年人盗窃案的庭审

中，被告人的母亲情绪激动之下，当庭下
跪以表歉意。那一瞬间，整个法庭陷入死
寂。在对该案进行合议时，每一个人的口
中都反复强调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这一原则。最终，这份判决书里也特别增
加了心理干预的内容。这份充满温情的判
决让我明白，法律不仅是惩恶扬善的利
剑，更应成为挽救迷途者的灯塔。

还有一次，调解一起相邻权纠纷时，年
过七旬的当事人拿着民法典反复强调：“这
法条上白纸黑字写着：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为
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请
法院一定要给我主持公道！”老人布满老茧
的手掌与那本精装法典形成的强烈反差，让
我真切感受到法治信仰正在基层生根发
芽。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我和另一位人
民陪审员主动请缨，采取“背靠背”的调解方
法，分头为双方释法明理，引导两家人换位
思考，缓解他们的对立情绪。经过多次上门
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并签订了协议，圆
满终结了这场“拉锯战”。

也有些案例打破了我的固有认知，促
使我重新思考法律、社会和人性的复杂
性。在一起金融诈骗案的举证质证环节
里，当公诉人用数据可视化拆解资金流向
后，我才惊觉这些看似合理的转账记录，
背后可能藏着完全相反的真相。

法庭之外，我也将陪审时学到的法律
知识带给了身边人。在社区普法讲座上，
当我用陪审过的案例向大家解读“高空抛
物入刑”问题时，台下的杨大婶恍然大悟
道：“原来楼上扔垃圾真要坐牢啊！”

如今，五年的陪审生涯圆满画上句
号。陪审员制度像一扇特殊的窗口，让普
通公民得以窥见司法运作的精密齿轮，也
让法治之光通过千万双眼睛照进现实。相
信会有越来越多陪审员与法官携手同行，
谱写出更具生命力的法治中国篇章。

有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
限公司电仪维修工

杨山红

过去一年，全国法院加大欠薪案件
审判执行力度，审结追索劳动报酬案件
8.8 万件，帮助追回薪酬 285.4 亿元，其
中农民工工资就高达 18.6亿元。今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里的这组数字
让我眼睛一亮，这充分展现出人民法院
有力有效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作为一名工人代表，我亲眼见证
了人民法院为劳动者撑腰的力度。安
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聚焦涉农民
工工资、劳动争议等重点案件，推动全
市法院打出“前端督促、中端强化、末
端延伸”组合拳。在“前端”，落实“立、
审、执”联动工作机制，从源头减少欠
薪执行案件。在“中端”，对欠薪执行
案件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执
行案款，及时兑现劳动者胜诉权益。
在“末端”，深化多部门协作，加大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等犯罪行为打击力度。2024年全市法院共执结欠薪案件
4400余件，执行到位金额 1.15亿元，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同时，为切实解决有的企业不为新业态劳动者购买社保问题，我
建议，有关部门应定期核查企业社保缴纳的具体情况，发现问题及早
预警、提前化解欠薪隐患，为新业态劳动者织密“防护网”。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蒋书文 整理）

司法服务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
区博望镇永合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小妹

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让我感受到了人民法院在维护老百姓
权益、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各个方面，
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人民法院真
正做到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过去的一年，我经常受邀参与人
民法院各种活动，对法院优化营商环
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印象深
刻，感到满意。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多次联合工商联、行业协会召开“企
业家面对面”恳谈会，面对面听取企业
意见建议，帮助企业排查化解生产经
营风险隐患，切实为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还出台了《全市法院涉企案件经济
影响评估工作指引》等规章制度，这些
举措都是围绕马鞍山市委关于数字赋
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
的决策部署。在破产案件审理这块，
法院也很有成效，推动全省首例上市公司重整案圆满成功，对马鞍
山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希望马鞍山市两级法院在打
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拿出更多有力的举措，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邰伦梅 整理）

让法治成为营商环境最鲜明的底色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古井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 梁金辉

“今儿中午的饭我管！”
“我们以后还是老伙计，哈哈哈！”
近日，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法官与市、县

人大代表联合调解了一起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
案。原、被告当场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一番对
话格外温暖，现场气氛一片和谐。

此前，因讨要工程款未果，张某将李某诉至
法院。法官张晓亮认真翻阅了卷宗，并通过电话
向原、被告进一步了解案件情况，得知两人此前
关系不错，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决定以调解方式
尽快解决此案。

调解当天，为确保调解效果，张晓亮专门邀
请安阳市人大代表楚保臣、安阳县人大代表李志
共同参与调解。张晓亮与当事人深入沟通，听取
意见，找出争议焦点，同时向双方释明调解、判
决、执行等各项司法渠道解决纠纷的利弊等。随
后，两位代表凭借自身熟悉社情民意的优势，从
当事人平日关系入手，采用当事人听得懂、听得
进去的语言讲明事理、讲透情理，积极引导双方
换位思考、互谅互让。法官和代表联合调解，赢
得了当事人的理解与认可。

最终，双方签订了分期履行的调解协议，
握手言和，重归于好。此时已临近中午，两位
当事人向法官与代表表达了谢意后，相伴离开
了法院。

图①：法官与代表一起向当事人释法析理。
图②：两 位 代 表 用“ 背 靠 背 ”的 方 法 进 行

调解。
图③：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并捺手印。
图④：纠纷妥善化解后，当事人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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