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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骆乃阳 程遥

　　

　　“孙主任，您还记得俺吗？这次打电话是专门

来跟您道个谢。”4月17日，江苏省泗阳县三庄法

律服务所主任孙兴阳接到了一个外地号码打来

的电话，一个略带口音的女声在电话中连连说着

感谢的话。

　　原来，黄某十几年前从湖南老家远嫁到泗

阳，与丈夫冯某共同育有一子。但在孩子快两岁

的时候，冯某在外务工期间，不幸遭遇工伤意外

离世，这个小家顿时失去了经济来源。更为糟糕

的是，冯某的工伤赔偿金全部被孩子的叔叔拿走

了，黄某多次索要无果。无奈之下，黄某抱着孩子

来到了三庄法律服务所，找到了孙兴阳。孙兴阳

详细了解情况后接受了黄某的委托，通过诉讼最

终让被告支付了6万元，同时被告也表示由于自

己经济紧张，剩余的款项将在次年底付清。

　　黄某带着孩子回湖南老家生活，但到了次年

年底，被告并没有按照约定付清剩余款项。孙兴

阳得知这一情况后，再次找到被告进行协调处

理，并多次与被告的妻子及父亲等家属释法明

理，耐心劝解。最终，被告答应通过孙兴阳将剩余

款项交付给黄某。就这样，这一付就是4年，最终

成功让被告还清了黄某所有的欠款。

　　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28年来，孙兴阳积极

履行法律援助职责，尽心尽责办好每一件指派的

法律援助案件，年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都30件以

上。2024年，孙兴阳被司法部表彰为“全国法律援

助工作先进个人”。

　　“孙主任，眼瞅着要过年了，可工资一分都没

拿到，老板也不见了踪影，我没法向大伙交代啊。”

2022年1月6日，陈大叔怀着焦急的心情来到三庄法

律服务所，向孙兴阳诉说自己遇到的困境。

　　原来，2021年5月，陈大叔带着37名村民承接

了一项栽植绿化苗木的工作。当时，老板承诺完

工后立即支付报酬。谁知老板却违背诺言拖欠6

万余元工资拒不支付。年关将至，老板竟然失联

了。接手案件后，孙兴阳二话没说，立刻行动起

来，多方搜集证据，仔细确认欠薪的具体数额。同

时，他积极与工程老板联系，希望能够在诉前促

使双方达成调解，但老板却执迷不悟。

　　面对这种情况，孙兴阳毫不退缩，他连夜准

备诉讼材料，做好应诉准备。庭审中，在充足的证

据面前，被告再也无法耍赖，最终当庭同意支付

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自2018年以来，孙兴阳发挥自身专业特长，担

任三庄镇团结村、夫庙村的法律顾问。他积极开

展法律宣传活动，举办法治讲座，为村民提供法

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服务。

　　在处理涉及村民权益的纠纷时，孙兴阳始终

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运用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

和经验，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努力化解矛盾。此

外，他还积极参与村支“两委”重要会议，为村中

的重大合同“把脉诊断”，切实维护村集体利益。5

年多来，累计开展了110余场次的法治讲座，为村

民提供500余次的法律咨询服务，为村集体挽回

近5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

　　在群众眼中，孙兴阳如同及时雨，无论何地、

何时发生纠纷，他总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迅速

定分止争。他又像能工巧匠，凭借智慧和经验巧

妙地解决群众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同时，他

还似知心老友，耐心倾听百姓诉求，用真心和真

情疏导群众情绪。

　　28年来，孙兴阳始终坚持依法、依理、依情相

结合的工作原则，成功化解了众多百姓的矛盾纠

纷和法律疑难。为了集聚更多力量，2021年12月，

孙兴阳牵头成立了“孙兴阳调解工作室”，吸纳了

一批当地的“法律明白人”、退休老干部、“乡贤”

代表等，旨在为基层提供矛盾化解、普法宣传、法

律咨询等服务。

　　2023年12月，在一起邻里纠纷中，两家人因地

边问题发生激烈争执。一方认为对方侵占了自己

的土地，而另一方则坚决否认，事件逐渐升级，险

些上演“全武行”。孙兴阳调解工作室获悉情况

后，立即介入。孙兴阳和工作室成员共同了解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仔细查看了相关的土地证件

与资料，走访当地群众和干部，同时实地丈量土

地。根据调查结果，孙兴阳与同事们耐心地做两

家人的思想工作，解释调查的相关情况，释法说

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经过多次耐心调解，两家

人重新丈量土地，划定边界，达成和解。

　　截至目前，孙兴阳调解工作室凭借着真心为

民的服务理念与公平公正的处事态度，成功化解

矛盾纠纷240余起，为当地民众解决了诸多纠纷

与问题，赢得了一致称赞。

  图① 孙兴阳（右二）为群众普法。

  图② 孙兴阳在窗口值班。

□ 本报记者 刘欢

　　

　　“没有焐不热的心，只有尽不到的情。信访工作就是要用真情实

意，去融化信访人心头的冰。”这是湖北省大冶市信访局局长柯光明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

　　信访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难”，每天遇到的是群众的急难愁盼，信

访局局长更是“坐在火山口”的岗位。柯光明迎难而上，始终坚持与基层

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实打实为群众办事。

　　担任大冶市信访局局长两年来，柯光明接待来访群众235批424人

次，到乡镇、街道和部门实地督办信访事项231次，主持召开信访问题协

调会243次，包案解决重点信访事项146件。

　　信访积案是信访工作的难点痛点。

　　“信访积案都是一天天拖出来的，只要回到原点、找准症结，还是

有解的、能解的，关键是要用心用情用力，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柯光明坚信事在人为。他积极推动完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坚

持对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推动建立延期交房司法前置调解、

国家救助和司法救助衔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作等机制，进一步

优化政策供给，化解了一大批政策性、群体性信访问题以及“钉子案”“骨

头案”。

　　今年春节前夕，柯光明协调解决欠薪信访事项63件，涉及人员2271人，涉

及欠薪金额4066万元。其中，原大冶市属国有企业职工陈某树在出差期间发生

意外，导致身体大面积烧伤，陈某树因工伤补偿问题上访近30年。“他的诉求确

实是有道理的。”经柯光明多方走访调查，摸清问题症结所在，10余次组织相关

部门召开协调会，最终依法解决这起历史遗留问题。

　　为畅通民意诉求表达渠道，柯光明探索建立信访“码上行”工作法，把投诉

渠道送到群众家门口，严格落实首办责任和“135”快办机制，努力减少矛盾上行。

2023年，大冶市涉诉事项进入信访渠道总量同比下降18%，初信初访一次性化解率98.3%，有力维护了全

市社会大局稳定。

　　2023年9月，大冶市投资6000余万元的市级矛调中心正式投入运行，如何构建“一站式受理、一条龙

服务、一次性化解”服务体系，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又成为摆在柯光

明面前一大难题。柯光明牵头组建工作专班，制定《大冶市矛调中心信访法治化运行实施方案》，全面规

范接待、登记、受理、转送、办理、督办、结案等各个环节，健全完善信息采集、分析研判、多元化解、跟踪落

实、首办负责等工作机制，实现信访接待、受理、转送、调解、督办、结案闭环管理。

　　柯光明积极探索建立“一站式”访调机制，推动17家市直部门以常驻、轮驻、点驻的方式进驻信访接待

大厅，6家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进驻中心集中办公，依托矛调中心、诉讼服务中心、民情通、110报警等平台，

及时全量收集研判处理访情、警情、诉情、舆情。

　　据悉，大冶市信访局定期组织包案领导、调解员、法援律师、心理咨询师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

共定方案、限期化解，重大疑难复杂信访事项提请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构建了“全面研、精准交，

高效办、跟进督、圆满结”工作闭环，把矛调中心建成矛盾纠纷化解的“全科医院”。

　　柯光明还推动建立“双交双督双追责”工作机制，针对信访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引发信访问题

或导致矛盾升级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依纪倒查追责，努力实现“双向规范”。2023年以来，大冶信访部门参与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7次，重大项目、重要活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30次，发出信访部门建议函30份，开展督查督办

信访事项74件，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政策、追究责任建议36条，依纪依规追责问责42人。

　　近年来，大冶市登记办理群众信访件、初次信访、重复信访均有下降，国家信访局登记办理大冶市信访量

下行。大冶市被认定为湖北省“全省信访工作法治化”试点县（市、区），成功创建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市。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刘娇佑

　　

　　40岁的年纪，18年的法院一线办案经历，9年奋斗在

执行一线，创下年办理238件案件纪录……虽没有豪言

壮语，没有惊天动地，但这一组数据却展示了福建省三

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邓群生对法治事业的

忠诚与热爱，更诠释了一名新时代执行法官的担当与

作为。

　　“执行是通往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亦是提升人

民群众司法获得感、满意度的关键一环。”邓群生坦言，干

执行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执行岗位上，他始终用心

用情用力去办好每一件小案、每一件大案、每一件难案，

认真对待每一个当事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司法为民的

初心。

办好小案，铁腕柔情护民生

　　2021年3月，工人杨某在某置业公司承建的漳州某工

程工地上作业，在使用圆盘手电锯切割模板时不慎割伤

右大腿，当即被送往漳州某医院治疗，2022年2月被认定

为工伤。

　　因工伤待遇等问题无法协商一致，杨某申请了劳动

仲裁。经裁决，某置业公司需向杨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

资、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8万余元。裁决生效后，该公

司迟迟未主动履行。

　　由于公司住所地在三明市区，杨某需要到三明中院

申请强制执行。但杨某人身在漳州，因伤行动不便，便打

电话向三明中院执行服务中心咨询，后通过邮寄材料的

方式立案。

　　承办该案的正是邓群生。收到案件后，他立即启动了

涉民生案件“绿色通道”，充分运用“线上+线下”结合的

执行措施，迅速与被执行人某置业公司取得联系，并向公

司负责人释法明理，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几番沟通

后，负责人将执行款全部汇入法院账户，邓群生第一时间

将该笔执行款发放给杨某。至此，该起工伤保险争议案件

顺利执行完毕。

　　“执行案件无大小，群众利益无小事。”邓群生说，

执行工作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无论是百万

元还是几千元甚至几百元，承载的是老百姓对公平正

义的真切期待，让每一个小案件办出好效果，才能温暖

大民生。

办好大案，铁杵磨针促双赢

　　2015年，三明某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因经营不善

和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烂尾”和大量房屋无法交

付。后金融机构、建设工程公司、民间借贷债权人、劳

动者先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数约计150余件，诉讼

标的额高达2亿元……对邓群生来说，这是他碰到的

比较重大的案子了。

　　“越是复杂的案件，越不能简单地就案办案，需

要综合多种因素进行分析、研判，制定正确的处理方案，尽力实现多方

共赢的结果。”邓群生思路清晰，带领执行团队连夜加班，制定了“争

取主动、分步实施、总体盘活”的工作方案。邓群生提取公司国有土地

使用权补偿款2000多万元作为新增配套融资，用于项目复工续建，同

时促成金融机构及担保公司给予买受人办理按揭贷款，促进资金回

笼，盘活不良资产。

　　在争取抵押权人的理解和支持后，法院通过“活查封”方式为

165个前期购房户办理了产权登记，切实解决了购房户“闹心事”，

后通过以房冲抵工程款的方式实现债权，并优先用于支付劳动者

工资。

　　竣工时间延后8年之久的楼盘终于交付，公司无法验收交房、

购房者无法办证、拖欠工程款及劳务工资等一系列问题迎刃而

解，多方当事人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邓群生改变传统执行工作方法，实行繁简分流、分段集约

工作机制，推行执行行为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挂图作战，指

标责任细化到个人，用铁杵磨针的毅力和耐心办结了一批历

时久、影响大的老案积案，成为力克执行难的典型案例。

办好难案，铁肩担当保稳定

　　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里，一面印有“攻坚克难、伸张正

义”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送到了邓群生手中。年近古稀的苏

某专程从香港赶到三明中院，表达对执行法官尽心履职的

感谢之情。

　　2019年2月，三明中院以某服饰公司时任总经理赖某未

履行保管职责导致查封财产被非法处置为由，裁定赖某赔

偿香港某公司损失45万余元及相应利息。该案进入执行

程序后，因某服饰公司已停业多年，非法处置的财产价值

无法评估、没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等原因，执行难度较

大，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

　　“生效的法律文书，必须得到执行。”难度再大，邓

群生也没有放弃案件的执行。他加大强制执行力度，通

过运用财产查控、悬赏举报、拘留、追究拒执罪等多种

强制措施，多管齐下，对被执行人和第三人形成强大

的威慑，督促其主动履行赔偿义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案件终于迎来了转机。迫于法

院压力，赖某认识到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严重后果，

通过其亲属全额付清了因非法处置查封财产造成

的损失，该案赔偿款本金及利息74万余元全部执行

到位，案件得以圆满化解。

　　邓群生白天带领团队成员外出执行，开展一

系列集中执行行动，夜晚整理执行卷宗、排查未结

积案、制定结案计划，攻克了一批难啃的“骨头

案”。3年来，他带领执行团队结案1112件，为当事

人挽回经济损失11.6亿元。

  图为邓群生（右一）到辖区企业走访，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解答法律问题。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供图  

 □  本报记者   申东

 □ 本报通讯员 刘珺 葸耀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的团结村，正悄然

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这得归功于驻村第一书记寇斌。

　　团结村是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区分局主动对口帮扶点，

2021年7月6日，按照西夏区委组织部统一安排，西夏区公安分

局党委作出决定，派寇斌进驻团结村，担任第一书记。

　　寇斌虽有着26年的公安工作经验，但面对“三农”问题，

他几乎是个新手。驻村工作如何干？能为村民带来什么？如

何带领村民们过上好日子？

　　带着这些问题，驻村伊始寇斌便深入田间地头，与村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每天带着小板凳和工作日志，遍访

村里的家家户户，了解村民的所思所盼。在他的努力下，

很快与村民们打成一片。

　　2022年年底，受疫情影响，团结村的大白菜、萝卜等

蔬菜滞销。看着村民们焦急的眼神，寇斌心急如焚。他立

即联系西夏区的各个企业食堂，近6吨果蔬找到了销

路，帮助村民避免了6万余元的经济损失。

　　“多亏了寇书记，要不我家种的3000斤白菜就全都

烂了，一家人的辛苦都白费了。”村民老林眼含热泪激

动地说，“靠我们自己去集市上慢慢卖，不知道要卖到

什么时候，白菜恐怕早都烂在地里了，至少得损失1500

元，这对我们农村家庭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有同样经历的村民在团结村不在少数。在村里

有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寇书记，保准没问题！”

　　在寇斌眼里，基层工作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

大事，都是一些事关百姓房前屋后、柴米油盐的小

事。但这些小事，却关乎着每一个村民的切身利

益，关乎着整个村庄的未来。他深知，要带领村民

们过上好日子，就必须从这些小事做起。

　　在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的同时，也要能守

住村民的“钱袋子”。作为一名民警、作为驻村第

一书记，寇斌深知电信网络诈骗分子手段猖獗、骗

局层出不穷，毒品种类五花八门，靠天吃饭、靠双

手辛勤劳作的村民一旦陷入骗局、沾染毒品，就会

重新返贫。

　　“预防为主、预防于心”，寇斌将反诈与禁毒紧密

结合，在村民农闲或每逢节日时，召集村民在田间地

头或在房前屋后围坐在一起，在唠嗑、拉家常时了解

村民闲暇时的生活情况———“我也没犯啥事，也没吃

官司，法院打电话让我去取什么传票。”“那肯定是诈骗

电话。”“你别在公共场合吸烟，现在不是有一种烟没有

呛人的烟味，反而还有一股香味。”……寇斌在和村民的

聊天中，发现村民在反诈骗、禁毒等方面有了解，但还缺

乏防范意识和实际辨别、防范等能力。在亲自为村民宣传

反诈骗、禁毒知识的同时，鼓励村民积极参加村镇开展的

宣传活动、讲座，提醒村民及时查看社区、民警推送的相关

信息链接，学习知识、掌握辨别能力，避免落入圈套造成

损失。

　　2023年，寇斌带领村委会将盐碱地、水洼、蓄水坑等统筹

规划，协调西夏区政府多方筹集3000余万元，打造“团结村田

园产业综合园区”，园区内建起养殖大棚，可采摘、烧烤、休闲

垂钓，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休闲游玩。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还增加了村里的集体经济收入。

　　2021年，团结村村集体年收入24万元；2022年，村集体年收

入26万元；2023年，村集体年收入75万元。3年间，团结村村集体经

济增长300%，寇斌连续两年被评为“银川市优秀驻村书记”，他将

继续留任团结村第一书记。

　　“驻村3年，经历换届选举，我依然选择留在团结村，与其说是

村民们需要我，更应该说是我离不开他们了。”寇斌笑着说。

  图为寇斌在枸杞田间与村民一起劳作，了解村民收入情况。 

 银川市公安局供图  

 孙兴阳：如知心老友般巧解百姓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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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斌：
驻村三年依然选择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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