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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韦德涛

　　近日，在河南省辉县市平安

建设促进中心调研矛盾纠纷化解

工作时，当事人写下的一句话“踏

进调解室，走出和谐路”吸引了辉

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浩鹏

的注意。

　　调解工作的成绩直观地体现

在数据上：今年1月至10月，辉县市

人民法院新收民事案件8361件，较

去年同期减少72 3件，同比下降

7.96%，首次呈现下降态势。

  法院新收民事案件的下降，

得益于辉县市充分发挥人民调解

“第一道防线”作用，运行“三三

四”模式：着力构建县、乡、村“三

级互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

法调解“三调联动”，访调、警调、

诉调、检调“四元驱动”的矛盾纠

纷大调解工作格局。

　　“将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

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实现

化解一件解决一片的良好社会效

果，让群众解纷更便捷、更高效，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更省事、更省

心，进入法院诉讼环节的案件自

然会减少，有利于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李浩鹏接受《法治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

解纷平台整合资源

　　一起因老年人婚恋引发的纠

纷，引起辉县市平安建设促进中

心的关注。

　　“老伴老伴，老来相伴。”经人

介绍，男子老王与女子李某认识，

在一年多的相处中，老王给了李某

不少零花钱。因性格不合，两人决

定分手，老王要求李某归还之前所

给的零花钱，但李某认为这些钱是

老王自愿给予的。双方矛盾不断升

级，子女也参与到纠纷中来，经当

地乡级矛调中心多次调解无效后，

老王决定到位于辉县市平安建设

促进中心的辉县市法院立案窗口

提起民事诉讼。

　　“山楂红婚姻调解工作室是

妇联入驻设立的，调解不收费，效

果好，建议您去申请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来

立案也不迟。”在立案庭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老

王到山楂红婚姻调解工作室反映了诉求。调解

员在了解双方情况后，耐心地与双方进行

沟通。

　　“虽然给零花钱是自愿行为，但你们双方有

着短暂共同生活的事实，你们要相互理解，建议

女方适当返还男方部分款项。”调解员用心用情

的劝解进一步缓解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李某最

终同意返还老王一部分款项，并当场履行。

　　“婚恋家庭纠纷的有效化解，能够防范婚

恋家庭纠纷‘民转刑’案件的发生。”辉县市平

安建设促进中心主任宁光飞说。

　　“为推动‘三三四’大调解工作走深走实，

市委政法委依托市平安建设促进中心高标准

建设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作为‘一站式’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积极整合相关资源、

吸纳各方力量，采用常驻、轮驻、随叫随驻相结

合的方式，推动矛盾纠纷调处便捷高效。”辉县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志枫介绍说。

　　目前，辉县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成建制入

驻市平安建设促进中心，公检法司、妇联、住建

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等8家单位派专人

入驻，成立“六尺巷”调解工作室、警调对接工

作室、住建领域纠纷调解室、涉农纠纷领域纠

纷调解室等8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室，现有专

兼职调解员20余名，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工作。

　　“针对复杂、疑难案件，市平安建设促进中

心实行‘召集人’制度，采取‘市直业务骨干+

专职调解员+工作专班’模式联合调解，实现

社会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

‘全链条’解决。”宁光飞说。

激活基层解纷网络

　　“与2022年相比，2023年法院诉讼类案件增

长近6000余件……”今年年初，看

到辉县市法院的一份报告，辉县市

委主要领导认为，诉讼案件的变

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风向标”

“晴雨表”，矛盾纠纷及时得到有效

化解，就能筑牢社会治理的根基，

解决法院遇到的人案矛盾，更能解

决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

　　1月16日，辉县市召开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暨矛盾纠

纷“三三四”大调解工作动员部署

会议。会议从矛盾纠纷的预防、化

解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各乡镇和市

直职能部门的工作任务，将工作开

展情况纳入效能评价、平安建设、

依法治市、普法宣传等目标管理，

凝聚各方面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

强大合力。

　　“会议之后，院党组决定在7个

人民法庭开展诉调对接工作，每个

班子成员联系一个法庭，解决法庭

诉调对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

难。市委政法委把全市22个乡镇

(街道)诉前民事案件调解情况纳

入监督范围，每两周通报一次，从

机制上确保诉调对接工作顺利进

行，充分发挥好人民调解‘第一道

防线’作用。”辉县市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刘志飞说。

　　经过近半年的试运行，8月3

日，辉县市委召开全市“三三四”大

调解工作现场推进会。

　　“人民法庭处在司法为民最前

沿、维护社会稳定第一线，我们做

实基础、做强基层，努力发挥人民

法庭定分止争的司法功能、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功能，结一案断

一家之事，治‘未病’才能防‘生病’，

化解大量基层矛盾纠纷。”刘志飞

说，在乡镇党委、政府支持下，法院

调解平台实行“三进”，即进乡村、进

社区、进网格，与此同时，综治、司

法、派出所、村(社区)等49家基层治

理单位入驻调解平台，实现调解资

源下沉、纠纷“一站式”调处。

　　薄壁人民法庭庭长刘东升颇

有感触地说：“离婚案件是人民法

庭受理较多的案件类型，处理不好

易转化为刑事案件，在诉调对接机

制下，让案件回溯到发生地进行调

解，调解员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实现案结事

了，更好地服务基层治理。”

  截至目前，辉县全市每个乡镇(街道)均成

立了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大部分乡镇聘

用2至3名专职调解员，除了对乡镇摸排的矛盾

纠纷、信访事项开展调解工作外，主要接收法

院的诉前调解案件。今年以来，已调解成功诉

前案件1792件，调解成功率达37.62%。

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你们虽然离婚了，但有一个女儿，在女儿

的探视问题上，如果你们针尖对麦芒，最后受伤

的一定是你们的女儿。孩子父亲依法享有对孩

子的探望权，作为与孩子一起生活的母亲，应积

极配合父亲探视孩子，让孩子享受到父爱。希望

你们放下心中的芥蒂，把离婚带给孩子的伤害

降到最低，使孩子尽可能享受到来自父母的呵

护和关爱。”辉县市法院副院长程淑芳的一番话

深深打动了这对因探视权引发纠纷的前夫妻。

　　做优司法调解是辉县市打造的第三道

防线。

　　辉县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做实人民调解

第一道防线、做大行政调解第二道防线、做优

司法调解第三道防线，逐步建立起灵活多样、

规范健全、运行顺畅的诉调对接运行模式。

　　辉县市法院全面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

业务指导，把诉调对接的“调”向前延伸，主动

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既“走

出去”指导、支持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解纷力

量，又结合实际把解纷资源“引进来”参与成讼

案件化解工作。

　　“事有人管、理有人评，管得及时、调得有

效，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矛盾纠纷发生，把更多

的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少，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诉前。”李浩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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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停车时间比看病时间都长”
记者调查医院停车难问题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 本报见习记者 丁  一

  家住北京东三环华威桥附近的周先生，在位于西二环

的一家公司上班。某大型三甲专科医院周边道路是他开车

上班的必经之路。

  “堵得半天都动不了一点，医院门口短短几百米的路，

开车有时能堵上半小时。”他苦笑道，自己遇到这种情况都

很无奈、烦躁，更何况患者及其家属了。周先生看见过载着

患者的救护车，在几乎“瘫痪”的道路上寸步难行；也看见过

前来就诊行动不便的患者，因为长时间堵车，被家人搀扶着

下车颤颤巍巍走向医院。

  实际上，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

访北京、江苏、河南、广东等地多家三甲医院看到，早午间就

医高峰时段，医院门口主、辅路被围得水泄不通，车流移动

非常缓慢，有时几乎一动不动；有的地方，鸣笛声、叫骂声此

起彼伏，场面较为混乱。在一些医院，甚至出现了高价带路

停车的“黄牛”。

  四川省成都市卫健委近日召集市域内19家医院召开治

堵工作会议，询问各院代表一个问题：你们医院周围交通拥

堵吗？几乎所有代表都直率作答：堵。导致堵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医院停车难。不少患者抱怨“排队停车时间比看病时

间都长”，质疑“一些非就诊的车辆挤占了医院停车位”。

　　受访专家指出，解决医院停车难问题，需综合施策、对

症下药。可通过技术手段提升车位周转效率，如推行预约车

位服务，患者通过App预约停车，将供需精准对接，并实行阶

梯收费，通过价格杠杆加以引导，鼓励短时停车；或在医院

建设地下、立体车库，加大车位供给；提供更多就医交通选

择，有关部门加强公共交通与医院之间的衔接，合理设置公

共交通站点；此外还需花大力气推行分级诊疗，使优质医疗

资源不再集中于少数大医院。

医院门前排起长龙

阻碍交通影响就医

　　对家住天津市河东区的张先生来说，家里孩子每次生

病去医院，都让全家人头疼不已，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就医

停车难。

　　“孩子才一岁多，为了方便给孩子喂奶、换尿不湿，我们

都是自己开车去医院，但停车成了大问题。”张先生说，他们

一家去儿童医院都是将车停到对面大厦的地面停车场或者

附近商场的地下停车场，但停车费用要比医院高很多(白天

外面停车场6元/小时，院内停车场2元/小时)。“没办法，因为

医院根本‘进’不去。”

  “车太多了，门口天天堵车，我记得有一次排队排了40

多分钟还没进去。后来我网上一查才知道，不只是天津，很

多城市的儿童医院都有停车难问题。尤其换季时，孩子感冒

发烧比较多，有时光停个车就得一两个小时。”张先生说，这

还催生出了生意，他常去的医院附近出现了“代停”服务，49

元一次。

　　就医停车难，让排在医院停车队伍里的患者及其家属

苦不堪言。

　　家住北京市北五环的于女士，怀孕3个月，家人考虑到

某三甲医院国际部的硬件设施和医疗水平比较好，便选择

去那里产检和生产。相对于普通门诊，该院国际部停车位还

算宽松，但无奈排队等候的车辆实在太多，出来一辆才能进

一辆。“有几次，我产检都结束了，我先生还没能等到车位。”

  记者近日来到江苏南京某三甲医院看到，不少患者都

将车辆停在医院附近的广场，然后步行去医院。“进医院停

车场的路比较窄，而且一边道路还有道边停车位，想进入停

车场至少要花20分钟，而且堵车是常态，一出一进耽误很长

时间。”一位就医的患者家属告诉记者，他们选择把车停外

面再步行去医院，“如果是行走不便的患者，可能只能在队

列中慢慢等了”。

  一边是苦等入场的患者及家属，另一边则是被动卷入

拥堵车流的过路行人和车辆。记者近日在北京、江苏、河南

等地多家三甲医院看到，就医高峰期，交警和医院停车管理

人员会在医院门口进行交通疏导，但车辆太多，进展缓慢，

主路交通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北京朝阳的王女士对此深有感触：“希望就诊车辆可以把

车停远些，至少别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她骑电动自行车上下

班时会经过一家三甲医院，常常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着骑着就

被迫停下。“接近医院门口大概五六十米，非机动车道上全部

是一辆辆行驶缓慢、打算开进医院的车辆，导致最右侧非机动

车道只剩下很窄的一段。我只得下车推过医院门口。”

入场车辆多车位少

非就诊车辆占车位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医院停车位供给不足是很多

医院特别是知名三甲医院面临的普遍问题。如四川省肿瘤

医院2023年门诊量达76万余人次，除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

日均门诊量达3000人次以上，且一年住院患者超8万人次，而

相较于庞大的就诊量，整个医院的车位仅有830个。

  除了车位有限之外，有时还存在非就诊车辆挤占医院

停车场的问题。

　　天津市民李先生曾前往天津某医院就诊，排队20多分

钟好不容易进入停车场，但找停车位又用了好长时间，兜了

好几圈都没找到合适的停车位，最后只能又开了出去。他观

察到，除了医院停车位不足外，一些医院位于繁华地段，有

游客、居民将车辆停在院内，加剧了停车难问题。

　　“医院停车难如今已经成为一项较为突出的民生问题，

不仅直接关乎医疗服务的供给质量，也是直观反映政府治

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教授郑毅说。

　　12月初，他就在北京某三甲医院亲身体验过就医停车

难：“开车去医院，长时间被堵在医院门外的辅路上。”

　　“医院各出入口的交通秩序都较差，这说明，医院停车

难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医院和医疗服务受众群体本

身，医院周边的社会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也被裹挟进该

问题的负面效应之中。该问题理应获得有关部门更充分、更

全面、更深入、更体系化的关注。”郑毅说。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排除无关车辆入场

  近年来，多地积极探索治理医院停车难问题。例如，北

京市交通委员会10月30日发布《我市持续推进医院周边交通

综合治理》，多部门多举措开展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累

计治理医院133家。

  受访专家指出，医院停车难问题，不仅仅是交通拥堵问

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医院、交通、住建、城市规划等

多部门合力解决。停车难的底层问题是供需不平衡，应在法

律制度层面对症下药。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刘志伟认为，在供给

端，应当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有效实践探索的稳定性。

实践中已经有不少医院开始探索差异化收费、与周边机构

合作、增设摆渡车等方式缓解停车难问题，但尚未转化为普

遍性的法律制度，也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对此，应当在立

法中明确医院区分就诊车辆和非就诊车辆差异化收费的合

法性，并建立多元主体合作的协同治理机制，以政府力量为

牵引，以社会力量为补充，引导、鼓励医院周边停车设施运

营机构与医院共享停车位，建设“停车+换乘”（P+R）停车设

施以实现停换衔接。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已有不少地区通过技术手段

推行预约车位服务，把医院及周边的停车资源与最迫切的

停车需求精准匹配起来，加大盘活资源、提升效率的力度。

如上海闵行区多家医院上线了该项服务，并进一步把该模

式向具备条件的其他停车场推广。又如，通过价格杠杆、阶

梯收费，实现医院周边区域停车“云调度”，鼓励短时停车，

提升整个区域的停车资源利用率。

  “在需求端，应当为遏制违规需求和引导合理需求提供

法律制度支撑。违规停车行为加剧了医院停车难的问题，法

律规范需要明确城市停车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

权责分工和工作机制，细化处罚标准，对造成道路交通严重

拥堵的违停行为予以严厉查处。”刘志伟说。

  郑毅建议，“疏治结合”。

  所谓“疏”，长远上应从城市整体布局出发，考虑在医院

周边建设大型停车场、立体停车设施或临时停车位，保障停

车资源供给；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患者及家属在

可能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公交、地铁等绿色出行方式就医，从

源头上缓解停车压力。

  所谓“治”，首先是不断优化医院周边路网的交通规划，

防范并及时排除拥堵因素；同时，城市管理部门也要加大执

法力度，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加强对停车秩序的管理，

既确保入场车辆规范停放，更要对黄牛非法带路、高价收费

等行为依法依规处罚。

  “排除无就医需求社会车辆入场，可通过要求停车者提

供就医服务关联性证明的方式实现，确保医院停车场资源

的针对性供给。”郑毅说，规范、加强停车过程的全流程管

理，通过公开全面引入外部乃至全社会的监督机制，监督的

客体包括但不限于收费管理的依据、收费标准的合理性、违

规行为的纠察与追责、公众意见建议的接收反馈等。

  作为每个工作日必经医院门口的通勤人士，周先生对

解决医院停车难充满期待。在他看来，医院方面可以积极挖

掘内部停车潜力，优化停车管理系统，提高车位周转率。例

如，采用智能化的停车引导设备，让车主能够快速找到空余

车位，减少车辆在周边道路的徘徊时间。

  “还可以与周边商业停车场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共同缓解停车压力。”周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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