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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一”机制有效提升裁判精准度

西吉法院量身定制家事案件“解纷锦囊”
□ 本报记者 申东 文/图
　　
　　初夏时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
县人民法院的家事调解室内，阳光透过
雕花木格窗棂，为正在翻看《婚姻家事法
律知识手册》的当事人李某镀上一层暖
色。“原来黄金首饰也算彩礼啊，这些案
例让我心服口服。”李某摩挲着手册扉页
的烫金法徽轻声说道。这场充满温情的
“法律门诊”，正是该院创新家事审判“三
个一”机制的生动实践。
　　“三个一”即一案一会诊，对家事案
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交流
研讨；一案一方案，每一起家事纠纷都有
一套解纷方案；一案一回访，对每一起家
事审判案件都要跟踪回访，确保案结事
了。“三个一”举措，有效提升了家事法官
裁判精准度，实现纠纷靶向化解，更是切
实将法律文书内容转化为当事人的生活
保障。

一案一会诊

　　每周三下午四点，家事法庭总会准时传出热烈讨
论声，家事法官、助理们围坐在摆满案卷的椭圆形审
判桌前，对家事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
交流研讨。
　　在最近审理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中，妻子王某要求
分割与丈夫张某共同承包村集体的11.4亩土地，张某
不同意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方式、妇女权益
认定等问题成了案件的难点。
　　“法官，我这个农村妇人啥都不会做，就靠这点土
地生活着呢，现在他要离婚，你可得分给我几亩地种
口粮啊！”承办法官、西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马占山向
在座的家事法官及助理复述着当事人的诉求，随即大
家从农村土地承包法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
积极踊跃发言。
　　“既要保障妇女权益，也要维护土地承包关系
稳定。”
　　“我们可以尝试用土地流转收益折价补偿。”

　　通过对不同观点的梳理和分析，该案最终形成
了兼顾法理与人情的合理裁判思路——— 结合张某、
王某承包地的坐落、地块和面积等实际情况，判决
王某在承包期限内对家庭承包的5亩土地享有承包
经营权。
　　“以前处理这类案件只能‘和稀泥’，现在有了类
案检索系统，咱们的裁判文书也能长出‘标准尺’了。”
西吉法院家事审判团队负责人马小梅告诉记者。
　　2025年以来，西吉法院通过法官联席会诊、类案
检索、交流研讨等方式已开展专题研习5场，家事案件
上诉率同比下降0.64%，这种“办理一案、精研一类”的
培育模式，让家事法官既当“裁判员”又做“疗愈师”。

一案一方案

　　走进家事审判区，走廊墙上“家和万事兴”的书法
作品笔力遒劲，育婴室的儿童绘本角传来稚嫩读书
声，这里的调解室都配有“一案一策”工具箱——— 类案
裁判汇编、心理沙盘模型、亲情联络卡等。
　　在田某与李某的彩礼纠纷调解现场，马小梅没有

急于调解，而是先播放了一段特别制作的“法律微剧
场”，当看到黄金首饰属于彩礼范畴的案例时，李某紧
攥的拳头渐渐松开。“这是我们去年处理的咱们县吉
强镇类似的判决，您看这部分的法条解读……”
　　经过两小时的“法律账+人情账”双重疏导，原本
剑拔弩张的双方达成和解，李某不仅当场返还了8.5
万元彩礼，还主动将黄金饰品用红绸系好交还。调解

结束时，马小梅向李某递上《婚姻家事法律知识手
册》，嘱咐她以后要是遇到婚姻家事问题就可以从手
册中寻找答案。
　　家事法官积极运用法答网、案例库，为每起案件
量身定制“解纷锦囊”，将典型案例转化为“看得见的
法条”，让释法说理更直观、更服众。面对法律知识匮
乏的当事人，法官印制包括结婚、离婚、继承等家事纠
纷100问的《婚姻家事法律知识手册》，随案发放，逐条
拆解讲清涉案法律规定。现已发出《婚姻家庭法律知
识手册》90余册，向当事人释法答疑20余次，家事案件
调撤率提升至83.05%。

一案一回访

　　“孩子在新学校适应得很好，我们现在能心平气
和地商量探视时间了，每月的抚养费也能按时到账。”
接到马小梅三个月后的回访电话，离婚案件当事人马
某的声音透着轻快。
　　马某与前夫陈某离婚后不久，双方便因孩子的探
视权及抚养费再次闹僵，马小梅接到马某的求助后，
两次登门走访陈某，一方面出示《子女探视指引手册》
中“邻村赵某定期探视后父子关系改善”的案例，另一
方面释明：“拒不履行抚养费将纳入失信名单，影响贷
款和出行。”陈某最终签署分期支付协议，并主动提出
“每月陪孩子参加一次亲子活动”。
　　陈某的转变，源于家事审判团队的“3+N”跟踪回
访机制，西吉县法院家事审判团队在裁判文书生效后
的第15天、60天、90天进行三次常规回访，重点关注抚
养费执行、财产分割履行及困难方生活状况，根据案
件需要增加心理疏导、执行协助等特色回访。对涉及
家庭暴力的案件引入妇联“网格化”联动回访，对经济
困难家庭协调民政部门开展帮扶。2025年至今已回访
案件18件，督促履行调解协议32份。
　　“当裁判文书无法自动转化为生活保障时，司法
者必须向前多走一步，判后回访不是终点，让司法关
怀穿透纸面、走进生活，才是家事审判的应有之义。”
西吉县人民法院院长王伟告诉记者。

  图① 4月8日，西吉法院法官走进田间地头，对一
起案件的当事人进行回访。
  图② 5月9日，西吉法院法官调解一起家事婚姻
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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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兰晓华
　　
　　邻里纠纷虽琐碎，但关乎民生福祉。
此类案件执行难、矛盾深，若简单裁判易
使矛盾激化。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在
办理此类纠纷时，一贯注重发挥“调解与
执行并重”的司法理念，通过实地勘查、
矛盾根治，实现案结事了。
　　钱某与赵某曾是关系和睦的邻居，两
家时常互帮互助，关系融洽。然而，近年来
钱某搭建阳光房、悬挂装饰字画及安装摄
像头等行为，导致赵某的厢房采光受阻，
厨房隐私也暴露无遗。赵某认为钱某的行
为严重侵犯了自己的权益，且态度傲慢，
未与自己进行任何沟通，便愤而将其诉至
法院。
　　为了修复邻里之间的情谊裂痕，妥善
化解纠纷，近日，乳山法院法官根据了解
的情况，找到二人所在的村委会中威望较
高的村委委员，共同到两家现场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法官首先引导双方回
忆过去互帮互助的情景，试图唤起双方对
友谊的珍惜之情。随后，法官耐心倾听双
方的诉求和意见，逐步引导双方认识到自
身行为的不妥之处。为了平衡双方的权
益，法官提出了“一拆一改”的调解方案。
即钱某拆除遮挡赵某窗户的字画，并改用
透光窗膜贴于赵某的厨房玻璃上，既保护
了赵某的隐私又不影响采光；同时，钱某
应调整摄像头的角度，确保仅覆盖公共
区域，避免再次侵犯赵某的隐私。
　　在法官和村委委员的共同努力下，双方最终同意了
这一调解方案。方案实施后，法官定期进行回访，确认摄
像头角度合规、窗膜效果达标。赵某笑着对法官说：“现在
阳光照进来，心里也亮堂了。感谢法官帮我们解决了这个
大问题，让我们重新找回了邻里之间的情谊。”

上接第一版
　　平乡县司法局公证服务中心在全
县率先推出“周六不打烊”“在线办证”
“公证到家”等便民服务，开展公证进
园区、进企业普法宣传活动。先后办理
涉企公证367件，为企业解除了后顾
之忧。
　　平乡县人民调解中心开通网上
“自行车企业法治保障交流平台”，成
立“老干部说事儿”调解室，推出集法
治宣传、服务、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服务
功能，接受法律咨询110件（次），为企
业解决矛盾纠纷87件，收到锦旗17面，
帮助企业预防和化解法律风险，推动
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精准服务帮在企业需求中

　　“感谢律师服务队帮助我们签订
了购货协议，使我们买卖双方依法履
约、公平公正。”2024年10月26日，在中
国北方（平乡）国际自行车童车玩具博
览会上，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外商
高兴地说。
　　平乡县司法局按照“企业需求在
哪里，法治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的理
念，优化营商环境，护航自行车、童车
产业发展。该局联合律师事务所组建

“展会服务法律小分队”，为春季、秋季自行车童车玩
具博览会提供合同签订、知识产权问题解答等各项
法律服务，接受企业咨询170余人次，调解纠纷3起，
审核合同63份，得到国内外企业的好评。
　　此外，平乡县司法局联合县委讲师团、专职律
师、公证员、志愿者组建“护航产业法律宣讲队”到自
行车、童车玩具生产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职工权益等
法律知识宣讲活动。2024年，开展入企宣讲120余场
（次），受益职工近2000人（次），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优
质的法治服务和有力的法律保障。

强化监督护好企业发展路

　　“实行‘入企扫码’制度真好，我们不用整天迎接
各类检查了，保障了我们的正常生产经营……”邢台
天富自行车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兴地说。
　　平乡县司法局依托邢台市行政执法监督化一体
平台，让“入企扫码”在全县各基层司法所实现全覆
盖，行政执法人员入企扫码后，系统会显示企业基本
信息和执法人员信息，实时向执法监督平台“云备
案”，把行政执法全程置于有效监督之中，杜绝了对
自行车童车生产企业的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变“一
罚了之”为“一帮到底”。
　　“入企扫码”制度开展以来，平乡各行政执法部
门共扫码550次，县直执法部门入企执法次数较往年
同期下降了31.7%，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综合执法等
7个部门制定了155项免罚清单，组织社会监督员开
展“伴随式”执法21次，共实施免罚案件342起，免罚
金额45.8万元，为自行车童车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
　　“平乡县司法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用法治‘力度’提升社会‘温度’，护航自行车童车特
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把法治服务打造成为一张闪亮
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金名片’。”常洪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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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法是善治之基，民族文化保护离不开良好的
法治保障。
　　2024年3月28日，《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保护
条例》《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油茶产业发展条例》《富
川瑶族自治县古明城保护条例》等7件自治县单行条
例，获得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
批准。这是广西的自治县行使立法权以来年度自治
县立法和一次性提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最多的
一次。
　　从传统手工壮锦编织、坭兴陶烧制技艺传承发
展，到壮族歌圩、苗族坡会节等民俗传承，从桂林灵
渠、宁明花山岩画文物保护，到那坡天琴、铜鼓文化
艺术保护，广西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
用，通过立法保护民族文化瑰宝，促进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
　　目前，广西已制定（修订）实施12个自治县自治
条例、36个单行条例及65个涉及民族事务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形成具有鲜明广西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民
族工作制度保障体系。

以法治之力推动文化产业创新

　　梧州市苍梧县是岭南茶文化发源地之一，这里
的六堡茶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产制历史。
　　苍梧县人民法院以六堡法庭为平台，成立“茶船古
道”服务团，“一对一”挂点联系重点茶企，从纠纷诉前化

解、提升案件审理质效、服务茶园茶企发展、保护茶品牌
商标等多个方面深度对接六堡茶产业链，构建与产业
布局相匹配、与产业体系相融合、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的“法律服务链”。
　　梧州市通过制定六堡茶文化保护条例，构建文
旅、农业、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等多部门联动协同机
制，促进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与地理标志产业发展，
2024年六堡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0亿元。
　　每年4月中旬开始，南宁横州市超13万亩的茉莉
花竞相开放。4月16日，一场法治“花市”悄然开张。横
州市人民法院校椅法庭将普法宣传搬进茉莉花交易
市场，为花农们释法答疑。
　　“横县茉莉花茶制作技艺”属于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服务保障茉莉花这一地方
支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横州市法院针对茉莉花产
业用工纠纷、商标侵权等问题定期深入举办专题法
律讲座，提供法律风险诊断、法律援助等定制化司法
服务，向横州市花茶协会发出《关于规范花茶企业用
工行为司法建议书》，从加强法律法规培训、建立完
善用工档案、制定纠纷化解机制等角度提出合理化
建议，将预防法律风险关口前移。
　　2024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3万亩、鲜花
产量11万吨，产值55亿元，茉莉花茶加工量达9万吨。

行法治之为保障群众文化之乐

　　2月5日，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举

行一年一度的百鸟衣芦笙坡会，苗、瑶、壮等各族上
万名群众和游客欢聚一堂，展示民族服饰、跳芦笙踩
堂舞、奏响芦笙。
　　热闹非凡的大联欢景象背后，是融水政法机关构
筑的“点线面”安保体系。“芦笙坡会不仅是连接各民族
的心灵纽带，更是深化警民鱼水情的重要窗口，只有各
族群众开心、快乐和平安，才能体会新时代物质文化的
获得感、幸福感。”连续16年承担苗族系列坡会节安保任
务的民警韦仲仁说。
　　“三月三”历史悠久，是一个承载着丰富文化内
涵和民族记忆的节日。3月31日，随着一首首民族歌曲
唱响，“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
在南宁市民歌湖拉开序幕。
　　在唱山歌、抛绣球、品美食的同时，广西以民族
节庆为纽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广西三月三·法治
伴你行”民族法治宣传活动，让民族节庆活动成为普
法前沿阵地，掀起民族法治宣传热潮。
　　广西各级公安机关周密部署，严抓细抓秩序维
护、巡逻防控、交通疏导、便民服务等各项安保措施
落实，奏响“三月三”平安乐章。
　　“‘广西三月三’热闹与欢乐的背后，是全区各级
政法机关主动担当和坚定扛起守护平安的重任。他
们用巡逻防控织密安全网络，以交通疏导保障出行
顺畅，以普法宣传筑牢法治防线，为节日注入满满的
安全感。”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平安建设指导处处长罗
翼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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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过去几天巡不完一座山，现在两小时‘扫’清隐患。”
张忠心笑着说。
　　数智赋能的背后，是“人力+科技”的双轮驱动。
　　张忠心牵头组建了一支“生态合伙人”队伍，已吸纳
护林员、民宿业主、骑行爱好者等85人，他们既是山林“移
动探头”，又是矛盾调解先锋。截至目前，天荒坪派出所共
组建群防群治队伍60余支，在册志愿者人数900余名，形
成了“自治+共治”的全新治理格局。

发展护航共建青绿“枫”景

　　近日，上海游客张先生与村民王大爷因帐篷占地问
题发生争执。王大爷新铺设的草坪刚完成养护，张先生的
充气帐篷就压坏了刚冒头的草芽。
　　民警吴建平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翻开
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对照植被补偿标准现场定分止争，双
方很快在赔偿协议上签了字，这场风波也随之平息。
　　“新经济业态带来的不仅是流量，更是治理新课题。”
李杰告诉记者，针对露营基地、网红咖啡等新兴业态，派
出所创新“企业自治+协会共治+网格精治”三维管理模
式，将矛盾预防端口前移。
　　在民宿产业集群区，天荒坪派出所挂牌成立“章警官
生态管家工作室”，通过“一项目一档案”实现从证照办理
到纠纷调解的全周期护航。
　　成立全市首支旅游警察队，组建平安联盟与市监、应
急等部门形成“30分钟联动圈”；独创淡旺季弹性用警机
制，配合“警情快处、矛盾快调、案件快办”三快工作法，使
涉旅纠纷化解效率提升35%……天荒坪派出所不断创新
实践，实现从生态守护者向发展护航者的转型。
　　2024年，天荒坪镇共接待游客480万人次，旅游收入10
亿元，余村斩获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称号。如今，这片
曾见证“两山”理念萌发的热土，正书写着“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升级答卷。

安吉天荒坪派出所解锁乡村善治密码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王晨 孙兴隆

　　近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团城景区，挤
得人挨人，几个穿艾德莱斯绸的“在逃公主”，对着镜
头在巷道里的花砖墙前摆造型，打卡留念。
　　“前面有个鸽子亭，拍照特别出片，你们可以去看
看！”和田市公安局纳尔巴格街派出所团城便民警务站
站长艾赛提·艾拜正带着“石榴籽”警队巡逻，他停下脚
步热心指路，顺便掏出警务背包中的预防电信网络诈
骗宣传单，提醒“在逃公主”外出游玩要守好钱袋子。
　　在团城，艾赛提和队员既是“活地图”、摄影师，
也是救急小能手。商户拎不动货物，搭把手；游客遇
上麻烦，就地解。
　　团城景区位于和田市中心，因地理布局呈中心
发散状，街巷周边环绕，被称为“团城”，也寓意“团结
之城”。2016年起，经统一规划和改造，老城面貌焕然
一新，传统和现代风格兼具，成为国家4A级景区和国
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环境变美了，服务也得跟上。”艾赛提在团城便
民警务站工作多年，他见证着和田市纳尔巴格街道
整合政法、行政力量，成立“石榴籽”服务队，纳尔巴
格街派出所团城便民警务站打造“石榴籽”警队，多
方合力治理各种“疑难杂症”。
　　3月初，“石榴籽”警队民警在辖区执勤时，发现
街边站着一个3岁左右的孩子，说不清楚父母的去向
和信息，民警将他带回便民警务站，与“石榴籽”服务
队联动，寻找孩子的家长。10分钟后，消息传来，粗心

的家长在逛商铺时与孩子走散。看到孩子在民警的
照看下不哭不闹，家长连连致谢。
　　4月中旬，买某向“石榴籽”服务队反映，两个月
前，他在团城为一家公司装修门面房，约定装修费6
万元，可公司只付了3万元。服务队请来街道特邀人
民调解员吾买尔江·牙合甫和街道干部、“石榴籽”警
队队员一起解纷。
　　原来，公司负责人在外地办事，财务支出需要其
签字。经调解，公司工作人员承诺5月中旬前，支付剩
余3万元装修费。
　　景区内的百姓大舞台每晚都有演出，本是为景
区添彩的事，可两个月前，居民古某报警称，演出音

乐声太大影响其家人休息。
　　演出时间一般固定在傍晚，按理说，还没到居民正
常入睡时间，怎么会扰民？艾赛提和队员去古某家走访
时才知道，她家孩子小，楼下音乐响起，孩子入睡困难。
　　艾赛提两头跑，一边劝古某“景区发展不容易，
多多理解包容”，一边找管理方调低音量、控制演出
时间。
　　发现问题，对症治疗，善治之下，团城的发展越
发稳健。
　　当天，“石榴籽”警队路过团城人家美食餐厅时，老
板苏比·买帕洪老远就打招呼：“‘五一’赚翻了！等忙完
我也要加入服务队，让咱团城的石榴花开得更俏！”

和田团城景区绽放“石榴花”

　　图为和田市公安
局纳尔巴格街派出所
团城便民警务站站长
艾赛提·艾拜向游客
宣传反诈知识。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 本报通讯员 柯雯
　　
　　社区的快递点内，朱某熟练地扫描着各种包裹，即使
汗水浸湿了工作服，她也未曾停歇。
　　朱某曾经是一名深陷毒渊的戒毒人员，如今，她正用
辛勤的汗水浇灌新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励志人生新
剧本。
　　几年前，朱某因一时糊涂，沾染了毒品。从此，生活陷
入黑暗的深渊——— 家庭支离破碎，自己也被强制隔离
戒毒。
　　从陕西省女强制隔离戒毒所解除强戒后，朱某进入
社区康复阶段，对未来一片迷茫，不知道该如何重新融入
社会，更不知如何面对家人和孩子。
　　陕西省女戒毒所社区戒毒（康复）指导站干警了解到
朱某的情况后，联合未央区服务中心民警，积极与周边商
家沟通协调。最终，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朱某获得了在社
区菜鸟驿站工作的机会。
　　起初，朱某对获得这份工作既感激又忐忑。她担心自
己无法胜任，也害怕周围人的异样眼光。指导站干警一直
鼓励她，给予她政策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心。渐渐地，
朱某从一个对快递业务一窍不通的新人，成长为驿站里
业务熟练、备受认可的员工。
　　然而，生活的压力并未就此消散。朱某的孩子正在上
学，中午的午托费用成了一笔不小的负担，这让本就捉襟
见肘的她再次陷入焦虑。省女戒毒所指导站干警得知后，
与未央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又多方协调联系学校，为孩
子解决了午托费用问题。那一刻，朱某深知，自己不是一
个人在努力，社会没有抛弃她。
　　在社区康复的日子里，朱某每天早早来到菜鸟驿站，
认真分拣包裹、仔细核对信息、热情服务居民，用汗水诠
释着自己对新生活的渴望与珍惜。
　　朱某的社区康复期即将结束。如今的她，不仅重新拥
有了稳定的工作，更找回了生活的信心和尊严。

社区康复，她不是一个人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