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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周冬梅

　　

　　地区生产总值3008.61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3108.21

亿元，实现双“3000亿”历史性跨越；连续四届荣膺平安

中国建设示范市，蝉联“长安杯”，“一感一度一率一评

价”四项指标居湖北前三……走进千年古城湖北荆州，

一幅国泰民安的动人画卷缓缓展开。

　　近年来，荆州政法系统不断深化平安荆州建设，全

力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用辛苦指

数换来老百姓幸福指数、安全指数。

安全感触手可及

　　盗抢骗、黄赌毒、食药环……什么犯罪突出，荆州

政法机关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

　　荆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向阳介绍，该市

2022年实现“三升三降”——— 八类暴力犯罪案件破案率

同比上升14.3%，刑事案件破案率同比上升7.7%，盗抢骗

案件破案率同比上升13 . 2 %；命案发案数同比下降

15.79%，创近十年新低；亡人道路交通事故数、死亡人数

同比下降16.67%、18.95%，实现大幅下降；寻衅滋事、聚众

斗殴、扒窃、伤害等警情同比下降77%、69%、37%、25%。

　　去年，荆州政法机关还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

诈骗、养老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为

群众直接挽回经济损失1.12亿元。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

除恶斗争，刑拘黑恶犯罪嫌疑人280人，立案审查调查涉

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39人。

　　“哪里人员集中就守在哪里，哪里警情多发就护在

哪里。”荆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林强介绍，

该市公安机关日均投入1000余名警力，建立中心城区

“1、3、5分钟”联勤快反机制，确保“时时见警灯，处处有

警察”，让群众切身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安全感。

　　2022年，荆州市群众安全感达到99.35%，居湖北省

第二。

公平正义在身边

　　一审法院未严格落实经济影响评估制度，直接作

出裁判，二审法院认为原判量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发回重审。一起涉企营商案件，前不久，被荆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为“黑榜”典型案例向社会发布。

　　荆州市政法机关聚力法治保障“护商”，坚决向损

害营商环境的行为“亮剑”，全面打响“追赃挽损”“超审

限、执行难”等五大法治护航攻坚战。

　　“我们坚持把涉企案件作为审判管理监管重点，开

展长期未结诉讼案件专项清理。”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贾亚胜介绍，该市去年审结民商事案件30524件，法

定审限内结案率保持在99.8%以上，三年以上未结案件

基本清零。去年共挽损3942.95万元，执结相关案件14722

件，执行到位金额16.37亿元。

　　坚持扣好规范执法“第一粒扣子”，荆州市开展执

法司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摸排化解企业涉法涉

诉事项，排查化解安全隐患5210起，调解涉企讨薪纠纷

342起，帮助企业解决复工难题1800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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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城遍栽“长安花”

□　本报记者   张淑秋

□　本报通讯员 周华萍

　　

　　近年来，福建省厦门法院主动发挥并延伸司法职能，积极与家庭、学校、社区、政府各

职能部门深入联动，为全方位、多角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构

筑坚实严密的“避风港”。

多方发力 共助未成年犯重获新生

　　据了解，厦门法院积极延伸刑事审判工作触角，探索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的多方位

举措。

　　庭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背景、性格特点、成长经历等开展全面调查；庭上将亲职

教育引进法庭，寓教于审；庭后建立并完善未成年人心理干预和疏导机制，邀请心理咨询

师对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心理疏导，并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依法封存犯罪记录。

　　判后通过电话、书信等方式，畅通与未成年犯及其父母以及省少管所、社矫中心的联

系，开展“重整青春再出发”回访帮教活动，联动社区矫正管理局、社会服务中心等机构，签

订帮扶教育协议，给予未成年犯关心爱护，为未成年犯创造学习、就业条件。

　　未成年人小陈在一场斗殴中持刀砍伤两人，后被民警抓获。考虑到小陈到案后如实供

述，劝说并陪同同案犯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现，真诚悔罪，最终湖里法院判决小陈犯聚众斗

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

　　“真的非常感谢法院和法官，我们会吸取教训，努力学习教育知识和方法，担当起家长

的职责。”小陈家长郑重收起判决书和《责令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告诫书》。

　　为了帮助未成年犯在缓刑考验期获得更好的教育改造，湖里区法院刑庭与区社区矫

正管理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以及社会服务中心签订《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缓刑考

验期帮扶教育协议》，鼓励、督促未成年矫正对象积极参加公益劳动等相关活动，小陈是首

位接受各单位安排教育帮扶活动的未成年犯。

凝心聚力 共筑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圈

　　法律不仅要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更要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近年来，厦门法院与公、

检、司等职能部门和学校、社区等机构协调合作，共同构筑严密的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圈。

　　厦门法院推动案件侦办机关严格贯彻落实对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方式，普及

同步录音录像运用，确保案件证据客观、真实的同时，避免发生二次伤害；建立未成年被害

人心理疏导、帮扶救助机制，为因犯罪行为导致心理障碍、存在经济困难的未成年被害人

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关爱支持；协同市未保委员会，建立厦门市未成年人保护个案会商制度，有序协调、高效解

决特殊个案中未成年人的临时监护问题；关注案件中反映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普遍问题，针对性发出司法建

议，敦促整改自纠，共同营造关爱未成年人的有利环境。

　　厦门中院审理的被告人王某甲、龙某甲犯强奸等罪一案中，王某甲、龙某甲系夫妻，育有一婚生女龙某乙，

案件审理时尚未满2周岁。龙某甲已被刑拘，王某甲因要抚养龙某乙而被取保候审。二被告人的父母及其他亲属

均表示无能力、无意愿抚养照料龙某乙，若对王某甲执行逮捕，可能造成年幼的龙某乙事实无人抚养的情况。

　　为妥善解决龙某乙的临时监护问题，法官吴南回根据个案会商制度提请会商后，市未保办即召集市检察

院、市民政局、市社会福利中心等部门及市公安局的刑侦、户籍及法制等职能部门共同会商，共同解决了龙某乙

的临时抚养问题。

　　“该案系全市法院通过未成年人保护个案会商制度，妥善解决因法定监护人同时涉嫌刑事犯罪致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的临时监护问题的第一案。”厦门中院刑一庭庭长曹发贵告诉记者，“该制度可以有效聚合相关职能部

门形成合力，在依法惩治犯罪分子的同时，又为其未成年子女提供生活保障。”

深化联动 共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网

　　长期以来，厦门法院坚持以“走出去，请进来”为宣传思路，充分利用典型案件开展以案释法活动。深入社

区、企业、学校走访，开展法治教育，举办宣传讲座，开展咨询活动。

　　集美区法院推出“暖法护航”微信公众号，线上开展《提高警惕，预防诈骗》法治课，提高学生防范诈骗的意

识和能力。

　　在“请进来”方面，厦门中院连续14年举办“小法官夏令营”活动，将“体验”和“科技”融入活动，通过观看法

治微电影、知识问答、模拟法庭，让小营员们轻松习得法律知识。该项目入选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

进典型。

　　厦门中院主动邀请未成年人参与制作反对校园欺凌视频《亲爱的朋友》《净罪山》和探讨情与法视频《失格

的爱》，引领未成年人认识各类犯罪的危害。《净罪山》在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金法槌微电影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和最佳编剧奖。

　　“厦门法院将立足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针对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发挥司法职

能，积极主动作为，有效营造保护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环境。”厦门中院党组书记、院长谢开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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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厦门中院邀请厦门市槟榔小学学生走进院史馆，学习了解该院特色审判开

展情况。 陈馨 摄    

“五联六治七结合”共建平安海晏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 本报见习记者 李雯

□ 本报通讯员   王立全

　　

　　“姑娘，你要是不嫌我身上埋汰，我想抱抱你。”拿

到民事调解书，75岁的杨奶奶面对包村法官姚金丽老

泪纵横。子女不尽赡养义务，家住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火斗山乡的杨奶奶来到村里的“法官工作室”求助。姚

金丽联合村干部和特邀调解员，齐心合力化解矛盾，老

人晚年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近年来，承德市两级法院充分发扬塞罕坝精神，坚

持把能动司法贯穿法院工作始终，积极践行新时代“枫

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构建“一村

一法官、一社区一法官、一校一法官”的“三个一”工作

机制，打通服务群众司法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聚焦新时代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

‘三个一’工作机制，更好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服务基层

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为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河北场景作出法院贡献。”承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李勇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法官下沉 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一进村委会就能看见公示牌，法官姓名、职务、职

责和联系方式都有，真是太方便了。”承德市宽城满族

自治县苇子沟乡三旗杆村村民付某说。

　　2004年，石某向付某借款1000元，此后一直未还。虽

经长辈、村干部等多次调解，欠款始终未能讨回。为1000

元钱去县里打官司，路途遥远牵扯精力，但不追讨，付

某又过不去心里这道坎儿。

　　今年年初，付某在村委会看到了“一村一法官”公

示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包村法官张宁的电话。

张宁随即进行情况核实，并找到石某进行劝导。他耐心

释法说理，句句直抵心窝。石某于当天就还清了欠款。

　　承德是河北省面积最大的设区市，乡村交通不便、

人口居住分散，基层法庭服务半径过大，司法服务末端

落实存在短板，个别地区基层群众一旦发生纠纷，解决

渠道少，寻求法律咨询难度高。

　　为有效解决诉源治理难题，承德中院于2021年下半

年制定《构建“一村(社区、校)一法官”“三个一”工作机

制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实施意见》，创造性地推出

“三个一”工作机制。

　　据了解，承德两级法院以基层法庭为主，选派法官

和法官助理与全市所有行政村、社区进行定点包联，在

村委会、居委会设立法官工作室和公示牌，公开法官姓

名、职务、职责和联系方式，畅通联络渠道，群众有需求

可随时联系到包联法官。

　　2022年以来，承德法院包联法官就地化解纠纷2265

件，联动化解土地纠纷551件，委托调解成功案件1591

件，创建无讼乡村469个。承德法院一审民事纠纷案件同

比下降24.72%，基层法院服判息诉率同比提高2.85%，各

类信访案件同比减少8.3%。

特邀调解 构建多元解纷体系

　　“怕麻烦，所以一直没有去法院起诉，没想到法官安

排调解员跑到家里来调解，真是为我解决了难题。”家住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城子镇的靳某某说。

　　2021年9月，贾某和靳某某开玩笑嬉闹，贾某不慎将

靳某某摔伤，导致其骨折住院治疗，双方就赔偿问题一

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得知村里有了“法官工作室”，靳

某某立刻通过电话与包村法官刘国会取得联系。

　　刘国会利用人民调解网络平台，就近委派擅长健

康权纠纷案件调解的特约调解员付贵山处理，并就法

律专业知识给予远程指导。贾某和靳某某在联合调解

下很快签订了和解协议，贾某依约赔偿靳某某1.3万元。

　　“化解矛盾纠纷是个系统工程，仅靠法官单打独斗

远远不够。我们在主动融入党委、政法委领导的综治中

心基础上，在全市聘请了3058名特邀调解员，充分发挥

他们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承德中院专职审

判委员会委员张小健介绍。

　　近年来，承德法院积极构建“法官+特邀调解员+N”

的“1+1+N”为主导、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多元解纷体

系，并从“五老乡贤”、网格员、专业调解组织中选聘特

邀调解员，建立名册、录入信息、邀请进站驻点。在包村

法官的指导下，特邀调解员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

协助法官做好矛盾纠纷排查、涉法涉诉信访化解、普法

宣传等工作，进行现场调解、网上调解、跨域调解。

　　依托人民法庭和法官工作站(室)，承德法院还与乡

镇党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土地所等部门横向联动，

与乡镇综治中心建立会商机制，抓早抓小抓预防，发出

风险防控预案32个，提出司法建议53篇，反馈率达100%。

送法入校 法治教育不断深化

　　2020年，宽城县某中学学生小张与另外4名学生在

校内因琐事发生口角，随后厮打在一起，小张受伤住院

治疗，花费医疗费2000余元。4名学生家长不同意均摊医

疗费，经学校、派出所多次调解，矛盾始终没能解决，小

张一方遂诉至法院。

　　此案的主办法官贾佳琦也是该校的法治副校长，

考虑到原被告均为未成年人，且在同一学校就读，认为

应以调解方式结案，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为此，贾佳琦

为当事人分析案情，以类似案例进行释法，通过多种方

式调解，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当庭履行。

　　承德法院坚持把法治教育作为诉源治理的有效抓手，

深化“体验式”普法，在河北省率先实现全市599所学校法

治副校长全覆盖。依托“一校一法官”，承德法院通过法治

公开课、法院开放日、模拟法庭、动漫说法等“浸入式”教

育，让学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系好第一颗“法治纽扣”。

　　2022年，承德两级法院法治副校长进校宣传1131

次，解决校园纠纷60件，以巡回审判方式实现以案讲法

272次，覆盖18.6万人次。

　　两年来，在省高院的指导下，承德中院“三个一”工

作机制扎实有序推进。承德两级法院442名法官和法官

助理与行政村、社区对接，包联全市2459个行政村、205

个社区、599所学校，实现法官工作站（室）全覆盖。

　　2023年1月，河北高院工作报告中重点介绍了承德

法院“三个一”工作机制，总结推广其工作经验。在2023

年2月召开的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勇所作的法院

工作报告受到人大代表高度评价，获得全票通过。

承德法院“三个一”机制践行能动司法

□ 本报记者 韩萍 徐鹏

　　

　　雪后初霁，天空湛蓝，远处的雪山分外耀眼。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滩乡东达

村，“夯实社会治理基础 打造五彩‘攒劲’新东达”

的红色条幅挂在村委会前，党的二十大代表、东达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生有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说起东达村的变化，牛生有感慨万千：“以前的东达

‘不是冻就是打’‘贫困就是东达’，现在的东达在组织、

产业、生态、文化等方面体现着‘攒劲’。”近年来，东达村

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牛羊养殖、土地托管集约化经营，

村民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牛生有坦言，东达村能有今

天，除了发展好经济，把村子治理好也是重要一环。

　　实行党建积分制，发挥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

治、美智六治作用，建立完善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道

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一约四会”，开展优

秀党员、好婆婆、好媳妇、好尕娃评选……牛生有说，只

有坚持党建引领，多措并举因地制宜，才能取得实效。

　　海晏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海湖北畔，是海

北州政治、文化中心，黄河重要支流湟水河发源于

此，有“河清海晏”美称。海晏县也是我国第一个原

子弹、氢弹研制基地，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熠熠

生辉。

　　为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海晏县突出政治

引领，打造了“五联六治七结合”社会治理新模式。东

达村的治理经验正是这一模式的创新典型。

　　海晏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索南俄若向《法

治日报》记者表示，“五联”是指县级领导联乡包村、

乡镇领导联村包片、村级干部联片包网、党员联户

包人、机关支部联点共建，从而实现了党对社会治

理的全链条领导；“六治”是指政治引领、法治保障、

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美治助力；“七结

合”是指与“能力建设”相结合、与“红色研学”相结

合、与“民族团结”相结合、与“民主协商”相结合、与

“生态环保”相结合、与“全域旅游”相结合、与“乡村

振兴”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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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惠容：

一切办法都是为了解决执行难

  近日，陕西省

富平县公安局巡

特警大队联合县

应急管理局救援

人员在石川河开

展水上救援演练，

重点围绕水上徒

手营救、无人机投

送救生圈、冲锋舟

操控、现场急救等

科目进行演练，切

实提升巡特警队

员应急救援能力。

图为巡特警队员

和救援人员正在

演 练 营 救 落 水

人员。

本报通讯员

刘苍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