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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宜爽

□　本报记者   马  艳

□　本报通讯员 卢林锋 黄碧薇

　　

　　一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两级法院新收案件58861件，增

幅同比下降38%，诉前调解纠纷17435件，同比

增幅为62.84%，调解成功14156件，成功率达

81.2%，诉源治理效果明显。

　　“桂林两级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主动融入党

委和政府领导的诉源治理机制建设，构建源

头治理、非诉挺前、多元化解、繁简分流的分

层递进纠纷解决路径，进一步织密了诉源治

理解纷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杨晓春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

“三进”覆盖

纠纷化解在基层

　　家住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堤乡的蒙奶奶

有3个儿子，今年以来，老人家却开始犯愁，

原因是3个儿子因她的住房和赡养问题产生

矛盾，争执不下。村委会得知情况后，多次组

织调解均未果。

　　4月19日，村干部向龙胜县人民法院泗

水法庭庭长王明荣求助。

　　当天，王明荣向村干部了解情况后，登

门对蒙奶奶的3个儿子进行情理法劝导。最

终，3人就老人赡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老人

搬至二儿子家中生活，生活费、医疗费等事

宜由3人共同承担，纠纷就地化解。

　　“真是了不起，不到一天时间就处理好

了。”“上门服务”获得当地群众纷纷点赞。

　　桂林大多县区地处偏远，人口居住分

散。基层群众一旦发生纠纷，解决渠道少。

　　为有效解决诉源治理难题，桂林中院主

动作为，积极开展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

村、进社区、进网格“三进”工作，主动把司法

工作融入诉源治理工作格局。在全市法院深

入推行“一村（社区）一法官”工作机制，深入

社区、乡村、网格，普遍设立法官工作室、法

官联络点，通过张贴法官联系卡，方便群众

法律咨询，减轻群众诉累，为群众打造“家门

口”的诉讼服务。

　　目前，桂林两级法院共安排786名干警

进驻村屯，设立“法官服务站”或“法官工作

室”635个，覆盖全市1644个村（社区），着力提

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止争于未发，防患

于未然。

凝聚合力

构建解纷新格局

　　6月28日上午，灵川县公安局甘棠派出

所调解室内，灵川县人民法院甘棠中心人民

法庭法官廖润强正忙着主持调解纠纷。

　　这是一起简单的赔偿纠纷。2021年12月

12日，王某与苏某在某夜宵摊发生冲突，苏

某受伤。后经派出所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由

王某赔偿苏某1万元。王某在赔偿了4000元后

一直拒绝赔付剩下的6000元，苏某遂将王某

告上法庭。

　　为有效处理这起纠纷，廖润强主动联系

甘棠派出所协同对本案进行调解。当天，经

法官和民警明理说法，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

和解，被告当场履行了6000元的赔付责任，双

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这是桂林两级法院与公安联手解纷的

一个缩影。

　　“诉源治理是一项综合治理工程，绝不

是仅靠法院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在桂林

中院立案二庭庭长吕秀文看来，司法调解、

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多方力量凝聚起来，

才 是 为 群 众 解 决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的 最 佳

路径。

　　凝聚各方合力，桂林两级法院以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拓展诉讼服务空间———

　　3月2日，桂林中院驻桂林国际商会涉外

商事服务中心揭牌成立，为1300多家桂林国

际商会会员提供涉外商事纠纷化解服务。

　　5月11日，临桂区人民法院金融纠纷调

解工作站、金融纠纷诉源治理工作站在临桂

农商银行挂牌，成为全市法院首家进驻金融

机构的调解工作站。

　　7月11日，象山区人民法院与广西建工

集团四建公司签订诉源治理共建协议。

　　7月13日，平乐县人民法院在平乐县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设立诉源治理工作站。

　　……

　　坚持关口前移，桂林两级法院诉源治理

“工作群”成员不断添新，多元解纷“朋友圈”

和“同心圆”不断扩大，让纠纷预防“实”

起来。

　　在金融纠纷、家事纠纷、劳动争议、交通

事故、物业管理等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

桂林两级法院还积极加强与公安、司法行

政、人社、工商联、妇联等部门的相互衔接和

配合，同时发挥行业领域优势，与桂林市律

师协会、银行业协会、物业服务行业协会、民

宿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签订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合作协议，将类型化、批量

化、专业性纠纷化解在诉前。

　　此外，桂林两级法院还持续引入社会力

量，积极吸纳退休干部、社会乡贤、仲裁员、

律师等特邀调解力量进驻法院开展调解工

作，不断壮大化解纠纷队伍，构建“大调解”

格局，释放诉前分流“新效能”。

　　今年上半年，桂林两级法院引进各类

型、各行业特邀调解组织124家，选派特邀调

解员649名，调解各类纠纷19428件。

繁简分流

解纷驶入“快车道”

　　借助外力“疏浚分洪”，还要注重练好内

力“筑堤建坝”。

　　桂林两级法院坚持内外两方面同步推

进、有效衔接，构筑起诉前化解、立案调解和

简案速裁“三道过滤网”，把速裁建成最后一

道关口，筑牢诉源治理最后一道防线。

　　2019年以来，桂林两级法院立足自身

实际陆续建立速裁团队，深入推进案件繁

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将复杂案件

引入专业化审理“慢车道”，而对于争议不

大、事实清楚、诉讼标的额较小的民间借

贷、金融借款纠纷等简易案件则从源头导

入速裁团队“快车道”，简案快办 ，高效

解纷。

　　目前，全市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开展

“分调裁审”工作，设置程序分流员的法院有

18家，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速裁团队的有18

家，共有速裁法官118人。

　　据介绍，2021年，桂林两级法院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案件63345件，简易程序适用率达

83.62%，70.8%的一审民商事案件通过简易程

序快速审理。而今年以来，简易程序适用率

达到83.95%。

　　“通过‘繁简分流’，既让大量简案快速

审结，优化提升了审判工作效率，也使当事

人真正感受到了高效与便捷，实现了矛盾纠

纷梯次化解。”杨晓春告诉记者，桂林两级法

院将全力推动诉源治理工作，切实把矛盾纠

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实

现法院收案数量增幅下降、审判执行质效提

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增强的多

赢效果。

桂林两级法院全力推动诉源治理工作

扩大“朋友圈”共画解纷“同心圆”

战“疫”时不我待 坚持就是胜利

  连日来，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小营盘边境派出所党支部48名党员民警组建“党员先锋服务队”，坚守疫情防控一线，24

小时全天候服务辖区居民，守护驻地群众安全。图为近日，“党员先锋服务队”民警将生活所需物资送到群众家门口。

本报通讯员 芦胜磊 摄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　本报通讯员 崔善红

　　

　　“现在开庭！”8月17日下午3点，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晓

静通过线上“云开庭”方式审理一宗离

婚案件。

　　当前，海南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在

征求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法官决定通过

“云庭审”方式审理该案。整个庭审过程

视频传输质量高、画面清晰、声音流畅，

“云庭审”秩序井然。

　　这是海南各级法院当天通过“云

开庭”审理的55宗案件之一。疫情防

控期间，按照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海南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在

线诉讼服务机制优势 ，运用信息化

建设成果，引导当事人线上立案、线

上调解、线上庭审等，通过线上“云

开庭”方式维护当事人合法诉讼权

益 ，确保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不

停歇。

　　据初步统计，8月1日至17日，全

省法院共开庭2396场，其中线上开庭

778场，占比达32.5%，案件类型涵盖离

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有效维

护了当事人合法诉讼权利，获得当事

人点赞。

　　“你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案件进

展情况。”8月18日上午10点，在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12368诉讼服务热线值

班室，正在值班的海南高院立案一庭

书记员刘玉妃彦耐心解答当事人来电

咨询。

　　疫情当前，海南各级法院及时调

整服务方式，暂停线下诉讼活动，积极

将诉讼服务中心接待窗口前移，全力

推进线上诉讼服务高效开展，安排专

人专岗，结合网上立案、邮寄立案、公

布对外电话联络答疑等方法，积极引

导诉讼参与人通过各类线上诉讼服务

平台参与诉讼活动 ，畅享线上诉讼

服务。

　　8月17日，海南高院发布《关于疫

情防控期间调整诉讼服务工作方式的

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提

示，海口全域静态管理期间，暂停线下

立案、线下调解、线下开庭、现场咨询

和信访接待等线下诉讼活动。暂停线

下诉讼活动期间，诉讼参与人可通过

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网上申诉信访平

台、12368诉讼服务热线、人民法院律

师服务平台、人民法院网上保全平台

或线下邮寄等非接触方式，向法院申

请立案、信访、联系法官、提交材料及

申请保全等事项。

　　同时，《公告》对当事人因受疫情或

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无法在规定期限内

提起诉讼，影响耽误上诉期限、申请再

审期限，无法按期参加庭审等诉讼活动

等情形进行了明确回应，给当事人吃下

“定心丸”。

　　海南高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疫

情防控期间，全省各级法院在积极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同时，扎实推进诉讼服务

和审判执行工作，全力推进线上诉讼服

务高效开展，努力做到疫情防控与审判

执行“两手抓、两不误”。

“云庭审”让诉讼服务“不打烊”
疫情防控期间海南法院三成庭审“云端开庭”

双百政法英模巡礼

　　【人物简介】 肖俊京，1964年7月出生，

1989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生前系北京市

公安局丰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主任科

员、副调研员。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获

个人嘉奖6次。2018年11月1日，肖俊京在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执行一起抓捕任务时突发

疾病，经抢救无效牺牲，被公安部追授“全

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黄洁

　　

　　2018年10月31日，在云南连续出差15天

的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

队民警肖俊京刚回到队里，又和战友马不停

蹄赶往哈尔滨，执行对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某的抓捕任务。

　　11月1日，肖俊京突发疾病，经抢救无

效，因公牺牲，年仅54岁。

　　同事们强忍悲痛，按照肖俊京制订的抓

捕方案，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于当天夜

里成功将王某抓获，一举破获这起特大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

　　多年来，疾恶如仇、敢打敢拼的肖俊

京，凭借丰富的侦查经验和扎实的基本

功，带领重案队先后破获命案、大要案百

余起，立下赫赫战功，一度被誉为丰台公

安重案之“魂”。

　　因长年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肖俊京积

劳成疾，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这种病无法根

治，只能保守治疗，不能久坐久立。

　　身体上的病痛，并没有消磨肖俊京对公

安工作的热情，相反，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总是积极请战，几乎每个专案组都能

看到他的身影。

　　29年从警之路，肖俊京始终坚守人民公

安为人民的初心，把打击犯罪、服务人民作

为自己的最高追求，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肖俊京：敢打敢拼的破案先锋

　　【人物简介】 赵江辉，1970年6月出

生，生前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第一庭庭长。2016年，赵江辉被选派到

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驻村帮扶，并

担任经堂村第一书记，直至2017年11月

19日因病去世，年仅47岁。

□　本报记者 张晨 周宵鹏

　　

　　“咱得想法办些事，不然对不起组织交

给咱的任务。”在赵江辉手机中，保留着一张

A4纸的照片，纸上写着：“成立合作社，建大

棚，确保按农时进行……修路、路灯项目有

待进一步落实……”

　　这是2016年8月31日，赵江辉生前最后

一次离开经堂村时随身携带的一份帮扶工

作情况及计划的底稿。

　　“要让村子早点脱贫，让乡亲们早点过

上好日子。”这是赵江辉常挂在嘴边的话。在

经堂村驻村扶贫期间，他带领扶贫工作组同

志走访、摸底，为村里选项目、跑资金，在发

展产业经济的同时，联系县扶贫办、教育局、

交通局等部门帮助改善村里基础设施建设，

让经堂村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赵江辉用行动诠释了一名扶贫干

部的为民情怀和使命担当。

　　在此之前，赵江辉的身体已经有了不好

的征兆。2016年4月11日晚，赵江辉赶去处理

一起村民纠纷，心急火燎往外走，一个趔趄

摔倒，腰疼得直不起来。他开始没把腰疼当

回事，后来腰疼加剧，连走路都困难。村干部

和同事也劝他到医院仔细检查，他执意不

肯：“不能错过农时，忙完了再去看病。”

　　2017年10月，赵江辉病情恶化。在最后的

日子里，高烧迷迷糊糊的他还反复念叨：“我

的任务完成了吗？”2017年11月19日，在与病魔

抗争一年多后，赵江辉永远闭上了眼睛。

赵江辉：助民脱贫的第一书记

　　本报讯 记者董凡超 记者

近日从公安部铁路公安局获悉，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铁

路公安局部署要求，今年以来科

学设计报警标识，在铁路站车线

合理张贴安装，让旅客群众随时

随地看得见、用得上，大大提高了

报警求助的速度和接处警效率。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将规范、设置报警

标识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

项具体举措，将报警电话、报警二

维码、报警标识编号、报警路径指

引等融为一体，精心设计，结合实

际，科学设定报警标识的张贴、安

装区域、位置，落实责任，明确期

限，让报警标识覆盖每一个铁路

单位、车站、货场、编组场和每一

趟旅客列车，同时在铁路重点区

段及重点桥梁、涵洞、设施设备合

理张贴安装，让报警标识始终围

绕在旅客群众身边。同时，进一步

完善指挥体系，畅通警情传递渠

道，开展各类警情处置演练，提高

妥善快速处置能力。

　　为了做好报警标识张贴安

装工作，更好服务旅客群众，北

京铁路公安处增加北京各大火

车站警力 ，提高见警率、管 事

率。青岛、徐州、丹东等铁路公

安处组织民警系统学习执法规

范用语、接处警工作规范，熟练

掌握接处警流程。深圳铁路公

安处整合各站区警力资源，完

善联勤联动机制。牡丹江铁路公安处组织民警

在车站候车室、售票厅等场所，向旅客群众介绍

报警标识中的相关内容，宣传报警求助的方式

方法。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对报警标识张贴安

装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对点位设置不合理等16

处报警标识及时调整。赣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

队在担当执乘任务的列车上设立报警标识315

处，让旅客“抬头即见”。

　　本报讯 记者刘中全 吉林省东辽县辽河

源人民法庭、辽河源生态旅游法庭近日正式挂

牌成立，成为继查干湖法庭之后，吉林法院助力

“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又一生

动实践。

　　据了解，为优化人民法庭区域布局，全力服务

保障东辽河源头生态文明建设，吉林省高级人民

法院批准将东辽县人民法院安石人民法庭迁址东

辽县辽河源镇，更名为辽河源人民法庭，加挂辽河

源生态旅游法庭牌子。辽河源人民法庭下辖辽河

源镇、安石镇、金州乡3个乡镇，法庭配置两名员额

法官、3名书记员、1名人民调解员，除审理辖区内

民商事案件外，负责审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纠纷，

并针对旅游纠纷类案件性质特点，充分利用网格

化管理机制平台，强化与当地乡镇街道的衔接，发

挥网格员、特邀调解员作用，通过拓宽诉讼服务指

导、调解矛盾纠纷等司法服务范围，加强源头预防

化解矛盾，为打造生态农业旅游、智慧农业的特色

小镇提供全面司法服务。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周  珍

　　开展速裁审判工作3年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规范

审判、高效解纷为基本要求，通过健全速裁案件导入导出识别机

制、创设速裁流程“七档提速法”、探索“精调一个带动一片”示范

性调解模式、构建多重机制确保独任审理“同案同判”等多项改

革创新，践行为民宗旨，服务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

　　为适应改革需求，提升速裁审判效能，北京二中院坚持全院

一盘棋，于2019年7月从各审判庭室抽调精兵强将组成速裁团

队。现如今，速裁团队已成长为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的年轻

化审判队伍，45岁以下青年速裁法官占全部速裁法官的77.27%，

法官助理平均年龄为31.22岁。

　　3年来，速裁团队共审结25700件民商事、行政、刑事与执行

案件，实现案件类型全口径覆盖。其中，民商事案件23367件，占

速裁团队审理案件的90.92%；行政案件2259件，占比为8.79%；刑事

自诉与执行案件共74件，占比为0.28%。

　　为实现疫情防控与审判工作协同推进，北京二中院速裁团队

以智慧法院建设为契机，迅速铺开线上庭审与电子送达，民商事案

件线上庭审比（庭审次数∶案件数）从2020年的30.51%上升至2021

年的79.3%，民商事案件电子送达比（送达次数∶案件数）从2020年

的17.43%上升至2021年的107.7%。同时，北京二中院于今年制定出

台了完整的《在线办案规则》，保障新常态下云端诉讼程序的规范

化、合法化、便利化，今年1月至6月民商事案件线上庭审比与电子

送达比进一步大幅提升，分别达到94.16%、172.07%，为审判质效

增添新动能。

　　在改革创新领域，北京二中院根据繁简分流、快慢分道

的改革要求，提炼出速裁案件导入导出识别标准，科学合理

分流，真正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快慢分道，形成了诸多

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实践经验，科学、高效、规范、系统的速

裁审判运行格局逐步定型，由此带动人民群众满意度不断提

升。其中，在全国中级人民法院范围内，北京二中院对二审案

件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率先探索并实践要素式裁判文

书，从案件的繁简分流向审判流程和结果的繁简分流深入推

进；率先探索“二审先行判决+调解”“二审先行判决+发回重

审”等方式，在一个案件多项诉求繁简分流基础上，对查明的

部分先行判决、快速解纷，减少因全案发回重审产生的诉累。

　　经过不断摸索，北京二中院速裁团队还创设了快立案、速分

案、速传唤、速审理、速分流、速裁判、速退卷归档的速裁流程“七

档提速法”，确保速裁审判高速健康运行，当事人询问案件进展、催促审理情形大幅降低，投诉

量明显减少。

　　在二审独任审判方面，北京二中院为保证独任案件统一法律适用，多渠道探索科学、高效

的保质方法，通过辖区速裁业务交流会、常态化专业法官会议、类案检索机制等，加强专业学习

与沟通交流、积极稳妥研判，不断推进法律适用与裁判尺度统一。在案件审理期间，通过智能审

判辅助系统，为法官精准推送争议焦点、风险点、指导案例、相似案例等关键数据，做到智能化、

精确化审判，实现独任审理“同案同判”。

　　下一步，北京二中院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导向、为民导向，努力实现质效双升，并进

一步创新诉源治理工作机制，从源头上减少纠纷，服务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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