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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诉源治理 书写“枫桥经验”新答卷
——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麻池人民法庭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郭惠心

简 单 描 述“ 枫 桥 经

验”，就是“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近年来，包头市九原区人民

法院麻池人民法庭（以下简

称“麻池法庭”）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为指导，以新时代

“枫桥经验”为着力点，坚持

立足辖区实际，不断完善举

措，在坚持中发展，在守正

中创新，探索出独具特色的

“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新

路径，为新时代“枫桥经验”

赋予了“麻池”内涵。

诉前以“优”解忧 消未起之患
“以前，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审案，

相对程序化一些。现在，通过多元化联动，
把许多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这也是基
层法官的一个工作变化。”麻池法庭法官费
鸣华说，这些工作看似增加了很多前期工
作，但实际上既能让老百姓的“心头病”得以
高效解决，又能通过多部门联动快速化解矛
盾纠纷。

“法官同志，有两家人因为彩礼的问题
撕破脸皮，关于退还彩礼或者生活补偿方
面，法庭这边有什么建议？”4 月初，费鸣华
收到了微信工作群中某社区调解员的信息。

2023 年初，小张和小王经人介绍认识，
确立恋爱关系后，决定结婚组建家庭。由于
小张家庭经济情况较差，在预留婚房首付
款、婚宴酒席开支后，便借钱向小王及其家
人共支付彩礼 38.8 万元。在共同生活存续
期间，二人经常因偿还高额彩礼所借债务发
生争执，从琴瑟和鸣变成了相看两厌。此
后，双方之间的争吵演变为双方家庭的争
执。由于双方钱款之间往来较多，调解员便
想到让法庭介入处理。

考虑到彩礼数额、双方共同生活时间、
孕育情况、日常消费及双方资金往来等情
况，为柔和化解纠纷，避免双方矛盾进一步
激化，法官当即联系了司法所、社区共同对
该案进行调解。针对双方感情问题，进行了

“背对背”劝解，希望双方换位思考，好聚好
散，并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普法宣传。经过
多方释法说理劝导，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
致意见，签订调解协议。

为抓实矛盾纠纷前端治理，麻池法庭
牵头成立了“麻池镇公共法律服务微信塔
群”，将辖区派出所、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和
律师事务所有关人员和调解员、网格员、村
干部等纳入矛盾排查预警网络，通过组建微
信工作群等联络方式，充分发挥优势合力解

纷，成功将辖区内涉土地流转、损害赔偿、民
间借贷、婚姻家庭等常见的纠纷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

矛盾纠纷的靠前化解是一方面，抓实
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又是另一方面。在深
入一线开展巡回审判工作时，法官变坐等办
案为主动释法，针对辖区多发性、类型化纠
纷，筛选典型案例，制作普法宣传册，以身边
案件进行释法，以实际案例感动群众、教育
群众，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有
事先协商、凡事先讲法”逐渐成为辖区群众
解决矛盾的一种常态。

诉中定分止争 开对症之方
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最少的人力、最佳

的效果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是九原区法
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学习“枫桥经验”
时，麻池法庭摸索出以“个案引导”实现“类
案化解”的创新之举，探索出一条规范化、制
度化、精准化的纠纷解决之路。

“法官同志，您可要为我们孤儿寡母做
主啊！”去年 8 月，梁某受雇来到张某家，为
其焊接钢结构草棚顶。就在梁某站在吊车
吊斗中准备焊接时，不料吊车晃动，导致梁
某掉落在地，后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经抢
救无效去世。梁某家属多次与张某协商赔
偿未果，无奈之下提起诉讼。

在详细了解案情后，承办法官考虑到该
案虽然赔偿金额比较大，但是属于个人劳务
雇佣关系，法院判决后，如果被告有意规避
执行，原告将面临执行不能的风险，在征得
当事人同意后，将案件转至诉前调解平台。

调解中，被告以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
过高为由，不同意赔偿，且原告家属情绪激
动，调解工作一度无法进行。见此情况，调
解员从情理出发，法官从法理入手，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多次组织调解，双方终
于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为保障调解协

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在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
下，麻池法庭对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
至此，该起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为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
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调处体系，麻池法
庭抓牢“多元联动”这一调解纠纷的“金钥
匙”，构建起矛盾排查、纠纷预警、矛盾调解
大格局，逐渐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解纷格
局，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法院主抓、单打独
斗”向“党委领导、多元共治”转变。

“费老师工作室”、九原区妇联婚姻家
庭调解室、张斌晓金牌调解工作室……一批
特色调解品牌应运而生，这些品牌的建立，
不但深化了多元联动解纷机制的运用，而且
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切实
推动了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就地化解、实
质化解。多年来，没有一起群体性案件进入
诉讼程序。

今年，麻池法庭还解锁了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的新篇章。为筑牢生态屏障，服务辖
区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包头市首家环境
资源法庭在麻池法庭挂牌成立。“我们也会
继续为这片热土站好岗、放好哨，创新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模式，形成环境资源
审判‘包头品牌’，为全面推进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和保障。”费鸣华说。

诉后以“执”促治 谋长久之计
执前督促“治未病”，执源治理“开良

方”。通过督促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帮助
胜诉当事人及时兑现权益，既是在司法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有效
路径，也是不断提升执行工作水平的必然要
求。近年来，麻池法庭紧扣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的新要求，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为导向，促进矛盾实质化解，不断探

索新时代执源治理新路径。
“说破天这个车库也得写我的名字！”

近日，孙先生拿着一沓材料走进了麻池法庭
的大门。

几年前，孙先生以麻池镇某小区的车
库做抵押向李先生借款 8 万元。由于该车
库只有购房合同，双方便在开发商处办理了
更名手续，将车库户名更名在了李先生名
下，并约定孙先生若未如期还款，则车库归
李先生所有。

近几年，孙先生陆续偿还了部分欠款，
但仍欠李先生本金利息合计4.6万元。随着
该小区房屋产权证陆续办理，孙先生便向麻
池法庭起诉，要求李先生归还该车库。

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发现，尽管车库已
更名在李先生名下，但却是最为典型的借款
担保，双方实际上依旧是民间借款纠纷。在
调解中，法官从有利于维护双方当事人利益
角度出发，换位思考，给双方摆事实、讲道
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通过两个小时的倾
听和释法明理，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
议。

由于时过境迁，车库的更名手续比之
前有了很大不同，法庭干警又通过多元解纷
机制与开发商取得联系，说明了案件情况，
让双方当事人快速准备好相应手续。一个
多小时后，双方即时履行了欠款还款和车库
更名，实现了案结事了。

近年来，麻池法庭加强“诉前调解+以
调促执+司法确认”的工作方法，实现了执
行资源优化配置，缩短办案期限，确保多元
解纷职能不断向矛盾前端和源头延伸。“执
行工作是维护公正司法的‘最后一公里’，事
关胜诉当事人的真金白银，也是提升人民群
众司法获得感最具体的环节。引导督促案
结事了，而不是结案了事，避免只管判不管
执的可能，让矛盾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是
麻池法庭追求的目标。”费鸣华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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