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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王  晨
              曹春华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阿克苏地区两级法院积
极打造特色解纷品牌，着力
化解矛盾纠纷，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满意度。
　　沙雅县人民法院不断完
善工作机制，打造“夕阳红调
解室”特色品牌。陈某、王某、
李某各自驾驶车辆，发生连
环追尾事故，公安交管部门
认定王某负主要责任。与王
某协商赔偿事宜未果，陈某
诉至沙雅县法院。6月初，该
院“夕阳红调解室”特邀调解
员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
互让，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
调解协议，这起交通事故赔
偿纠纷画上“句号”。
　　“我们特邀20名人大、纪
委、公安、信访等部门退休干
部及法院退休法官，组建‘夕
阳红调解室’。自2024年12月
以来，先行调解矛盾纠纷
1587件。”沙雅县法院党组成
员、审管办主任宋川介绍说。
　　乌什县人民法院设立
“泉城调解室”，为少年家事
案件审理提供专业化保障。
近日，在一起因死亡赔偿款
分割引发的家庭纠纷中，
“泉城调解室”法官向当事
人释明民法典中遗产继承
和亲属权益保障相关条款，

引导双方综合考虑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共
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生活来源等因素，最终促成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库车市人民法院在“龟兹天平”特色党建品牌
引领下，延伸“诉讼服务驿站”“白杏调解室”“幸福
鸟调解室”“石榴籽调解室”等9个子品牌，全面展
示该院以品牌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生动实践。“石榴籽调解室”主要调解民间借贷；
“白杏工作室”主要调解婚姻矛盾纠纷；“诉讼服务
驿站”联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协会等，以
“行业调解+司法护航”的模式，促进矛盾纠纷就
地化解、源头解决。今年以来，库车市
法院9个品牌调解室共调解各
类纠纷693件。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白墙黛瓦，绿树成荫，瓜果飘香，村巷旁的鲜花盛
开的三角梅随风摇曳，村民们在躺椅上闲聊休憩，游
客穿梭其间拍照打卡……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海南省三亚市崖州
区梅西村，一幅平安和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在眼前
徐徐展开。
　　梅西村南依大海、北靠青岭山脉，下辖儋州村
和梅安村2个自然村，7个村民小组。近年来，崖州区
委、区政府把梅西村作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和弘扬新
时代“枫桥经验”村来打造，大兴“人和”“易俗”和“尚
美”之风，赋能村庄“绿色蝶变”和“长治久安”。
　　“我们以村综治中心为依托，整合资源力量，探索
矛盾纠纷‘三步化解法’，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

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基层治理之路。”梅西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孙照安向记者指着村委会院子里的大榕
树下议事亭说，这里是村民议事、矛盾纠纷化解的暖心亭
和解开心结的好地方。
　　“现在，村里矛盾纠纷多吗？”
　　“村庄美了，村民富了，乡风好了，村里很和谐！”
　　面对记者的提问，孙照安自豪地说。一旦发生矛盾

纠纷，由村综治中心牵头，安排村联保小组信息员、村调
委、村“两委”分类分层分时介入，创新矛盾纠纷“三步化
解法”。
　　此前，一位离乡几十年的老人想回村常住，他与哥哥
起了隔阂。由于联保小组信息员一时无法调解，当即请村
调委会成员、村“两委”成员参加。孙照安等人的耐心劝解，
终于解开了兄弟俩的心结，哥哥同意把宅基地分给这位回
乡的老人。
　　有了这一矛盾纠纷调解新模式的加持，梅西村矛盾纠
纷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
　　梅西村综治中心作为最基层的综治触角，进一步整合
调解力量，将网格员、法律顾问、党员和乡贤等纳入调解队
伍，加强与司法局、公安派出所等部门联系，构建多元协同
的矛盾纠纷化解格局。
　　翻开梅西村的调解记录本，记者看到，今年以来，梅西
村调解的矛盾纠纷总数至今还是个位数。
　　因工作突出，2023年10月，梅西村获得“海南省平安建
设（2021-2022）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同年12月，获评海南省
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谈起秘诀，孙照安认为，梅西村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方面的做法起到重要
作用，其中塑造乡村文明新风是基础。
　　记者注意到，梅西村综治中心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以

乡风文明建设为抓手，为乡村振兴铸魂。其中，创新乡村
“微治理”结构，制定村规民约，引导村民自觉遵纪守法，邻
里关系更加和谐。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试
行道德讲堂制度，力促村美、人和、共富。
　　同时，梅西村持续开展“最美庭院”等一系列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打造农家书屋等场所，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自2007年起，梅西村已连续多年荣获“海南省生态文
明村”殊荣，2020年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2022年成为海
南唯一入选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名单的
村庄。
　　孙照安说，近两年来，梅西村深入推进“和谐平安梅西”
创建，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区”为目标，突出矛盾纠纷化
解，连续两年实现了安全零事故、居民零上访、治安零发案，
为梅西村经济发展创造了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良好的村容村貌、文明乡风、社会环境，成了梅西村的
一张张“金字招牌”，吸引着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成为新晋网
红打卡地和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冬季“候鸟”人群的聚集地。
　　“梅西村委会基层治理的实践，是崖州区推动最基层
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一个缩影。”三亚市崖州区委政法
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崖州区正从资源整合、机制创
新、科技赋能等多方面发力，加速推进区、村（社区）综治中
心实体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实效化提质，积极探索海南基
层治理的崖州品牌。

宜昌建强综治中心

打造矛盾纠纷化解“终点站”

绘就乡村振兴新“枫”景
三亚市崖州区打造基层综治中心梅西村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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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徐伟伦 近日，随着首批74家企业联系点正式设立，15名监督员正式
上岗，标志着北京市怀柔区构建起“内部监督+社会监督”行政执法双轨监督机制，通过

制度保障、技术赋能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提升全区行政执法效能。
　　据介绍，此次设立的首批行政执法监督企业联系点涵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主体等
各类经营主体，聘任的行政执法监督员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以及企业代表，旨在
全面收集企业群众对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建议。
　　记者了解到，为持续做实内部监督，怀柔区今年年初启动重点领域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监
督工作，选取城管执法、卫健、应急等12家重点执法单位为监督对象。怀柔区司法局通过案卷评
查、信息化核查与复议监督联动等多种方式，全面梳理监督对象落实“三项制度”不全面、不规
范、不准确的问题清单，并由主管领导带队“一对一”上门反馈交流，邀请实务专家出席，解答
疑点、提出建议，指导帮助问题整改。
　　同时，怀柔区把丰富监督工具提高监督实效作为着力点，积极探索建立执法监督数
据模型，依托全区行政执法公示平台，搭建含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结果等6类行政执法
数据库，通过数据碰撞、频次分析等技术，筛查出重复检查、无效检查等问题，向有

关单位制发监督意见书工作提示函，对23家单位出具个性化行政执法体检报
告，为全区各执法单位规范执法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怀柔区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怀柔区将持续深化“双轨监
督”机制，推动行政执法内部监督与社会监督深度融合，

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

北京怀柔区“双轨监督”
提 升 行 政 执 法 效 能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
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干警走进洪
泽湖大堤周桥大塘景区，利用此前
在该景区文化长廊打造的洪泽湖保
护检察公益普法阵地，通过以案释
法，积极向游客普及公益诉讼知识
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知识，提升群
众法治意识。图为干警结合典型案
例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常兆 王瓒嫙 摄  

□ 本报记者 刘中全 张美欣
　　
　　“检察官，多亏了您，帮我撤销了这段持续了整
整25年的冒名结婚登记。您看，现在我和心爱的人已
经领到了真正的结婚证……”
　　前不久，在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
晓娟如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紧张忙碌着。案件当事
人小丽满脸喜悦地走进来，手中崭新的结婚证格外
醒目。刘晓娟看着眼前这一幕，脸上也绽放出由衷的
笑容，打心底里为小丽感到高兴。

“冒名”领证存隐患

　　回想起2024年3月，刘晓娟对于第一次见到小丽
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那天，小丽行色匆匆地走进办公室，手里紧握着
一本结婚证，那本证件由于年代久远，已然发黄破
旧，边角处还有些磨损。小丽整个人显得焦急万分，
眼神中满是无助，她一见到刘晓娟，便急切地开口，
话语中带着一丝颤抖与期待：“检察官，您能帮我把
这个婚姻登记撤销吗？”
　　故事追溯到1998年。小丽与大军经人介绍相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到了1999年，这对情侣满
心欢喜地准备结婚。然而，当时的大军并未达到我国

法定的结婚年龄。
　　大军的一位亲属（现已去世），出于对晚辈的关心，
竟帮大军伪造了一张假身份证。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大
军本人，名字是他的曾用名，而身份证号则是堂哥的。
　　2000年1月25日，大军拿着这张假身份证，与小丽走
进了婚姻登记处。由于当时登记流程不完善，他们竟然
顺利办理了结婚登记，领取了结婚证。而这个看似“解
决”问题的举动，也为日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离婚遭遇棘手难题

　　婚后的生活并不像两人想象中的那般一帆风
顺，小两口因为生活琐事频繁发生争吵，曾经如胶似
漆的感情，也在一次次的矛盾冲突中渐渐出现裂痕。
　　在漫长的20年共同生活里，小丽和大军都感到身
心俱疲，两人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结束这段婚姻。
　　当他们前往当地民政局协议离婚时，一个意想不
到的难题横亘在了他们面前———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在
审核两人的婚姻登记信息时，敏锐地发现大军的婚姻
登记存在“重婚”嫌疑，遂拒绝为他们办理离婚手续。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小丽决定通过法律途
径来解决问题。于是，她向当地法院提起了撤销婚姻
登记的行政诉讼。然而由于距离当初办理结婚登记
已过去多年，早已超过了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

法院依法裁定不予受理。
　　遭遇挫折的小丽并未放弃，她和大军又抱着一
丝希望，来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再次请求撤销婚姻
登记。但民政局经过审查后，认为他们的情况不符合
撤销登记的法定条件，无法自行撤销婚姻登记。

检察建议解除困扰

　　就在小丽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偶然间听别人说
起检察机关或许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她决定前
去试一试。
　　那天，小丽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为
了撤销这个错误的婚姻登记，我不知跑了多少趟，磨
破了嘴皮子，可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检察官请您一定
要帮帮我……”
　　案件受理后，刘晓娟深感责任重大。为了彻底查
清案件事实，刘晓娟将调查重点精准聚焦在大军和
小丽的结婚登记是否存在冒名登记这一关键问题
上。她前往民政局，仔细调取了两人的结婚登记档
案。随后走访了当事人所在的村委会详细了解了两
人的家庭情况，同时组织村干部们辨认结婚登记档
案中的照片信息，并对当事人进行了详细询问，查清
冒名登记的前因后果。
　　经过一系列深入调查，刘晓娟发现，小丽的起诉

确实已过起诉期限，从法律程序上来说，法院裁定不
予立案并无不当，民政局不予撤销的行为也符合相
关规定。但为了不让当事人就这样陷入困境，防止程
序空转，检察机关决定全力化解这起争议。
　　“他们是2000年登记结婚，当时我国还没有建立
完整的婚姻信息网络，导致民政局在办理登记时，无法
及时察觉男方的身份信息存在问题。”刘晓娟说。尽管
这是受客观条件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婚姻登记
行为从本质上来说，确属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为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确保办案质量和效
果，磐石市检察院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
督员等社会各界人士召开公开听证会，围绕“是否应撤
销小丽与大军冒名婚姻登记”展开讨论。而在场的听证
员一致认为，民政部门在婚姻登记过程中，未依法履行
审慎审查义务，应当依法注销该冒名婚姻登记。
　　2024年3月18日，综合考虑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磐石市检察院依据相关规定，郑重向当地民政局制发
检察建议，明确建议撤销小丽与大军的婚姻登记。民政
局高度重视检察院的建议，经过认真研究和审核，采纳
了检察建议，并于同年3月25日正式作出撤销决定。
　　至此，这段困扰小丽和大军长达20多年的“冒名
婚姻”终于画上了句号。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一一份份检检察察建建议议终终结结2200多多年年““冒冒名名婚婚姻姻””
□ 本报记者 张国强 韩宇
　　
　　近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全省率先启动涉执行案
件信用修复工作，建立失信被执
行人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机制。
这一创新举措既严厉打击了恶意
规避执行行为，又为诚信履行义
务的被执行人提供了宽限期，既
体现了法律的威严，又彰显了法
治的温度。
　　大连中院结合实际，制定出
台《关于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
承诺和信用修复机制的实施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为失信被执行人提供了主动纠
错、恢复信用的途径。此次信用修
复工作的核心在于“严格区分失
信与失能”，对那些因意外、不可
抗力或暂时困难而无法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
法院将通过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
机制，帮助其走出困境，重获
信任。
　　“信用承诺与信用修复是失
信被执行人的第二次机会。”大连
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刘
禹说。
　　信用承诺是指主动履行的先
行承诺，主要应用于被执行人在
被列入失信名单前。义务主体可
向执行法院主动提交书面承诺
书，承诺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履行
义务并积极配合执行工作。执行
法院在审查后可暂缓纳入失信名
单库。此举既为被执行人争取了宽限期，为义务人提供
了更大的履行空间，也能有效地提升当事人的主动履
行意愿。
　　信用修复则是被执行人的自救通道，主要应用于
已被纳入失信名单的被执行人，通过实际行动纠正失
信行为、履行义务后，向法院申请恢复信用。对于满足
条件的被执行人，法院审核通过后，可暂停信用惩戒，
包括失信名单信息屏蔽或失信时限缩短。
　　大连中院执行二庭负责人范瑞瑶说，信用承诺及
信用修复工作在实践中有着丰富的应用场景，很多被
执行人尤其是企业被执行人都有这样的需求。
　　在一起执行案件中，大连市某企业因经营困难未
能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报酬。在大连高新区法院主持
下，双方达成调解，但因原融资方案未能如期达成，导
致没能在约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在劳动者申请执行后，
企业负责人立即联系执行法院并提交信用承诺，在如
实报告财产情况下主动提交了其拟将公司承租房屋对
外出租，取得收益用以履行义务的申请及相关证明材
料。经审查后，法院决定暂缓将其纳入失信名单库，给
予其一定的宽限期，使其能够盘活公司资产，渡过
难关。
　　“大连中院执行局不乏信用承诺及信用修复的典
型案例，《实施办法》的出台是在总结过往经验，结合人
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情况下的一次汇总与创新。”大连中
院执行指挥中心主任王洋评价说，信用承诺及信用修
复实践意义主要在于：一是营造诚信守法的法治环境。
通过信用修复机制向社会传递明确信号，诚信者将得
到法律的宽容与支持，不诚信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二是平衡执行与保护。对于那些因意外、不可抗力
或暂时困难而无法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通过信用修
复机制，为其提供自我救赎的机会，既保护了被执行人
合法权益，又维护了法律严肃性。三是推动善意文明执
行理念落地。信用修复充分体现“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帮助被执行人走出困境，实现双赢。四是为企业发展保
留空间。暂停信用惩戒，不仅有助于企业渡过难关，也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启动信用修复工作后，计划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实
施，并通过多种形式对外宣传，扩大社会知晓度。同时，
法院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确保信用修复政
策落地见效。对于那些持续恶意规避执行、拒不履行义
务的失信被执行人，法院将依法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维
护法律的严肃性。”大连中院执行局局长吕风波说，期
待更多的失信被执行人能够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以
实际行动恢复信用，与法治社会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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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欢
□ 本报通讯员 周玉铃
　　
　　购物中心投资者跑路，解除劳动关系时维权无
门，覃某等15名员工向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
县综治中心求助。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综治中心开启“绿色通道”，组
织县法院、人社局、总工会、信访局等单位进行联调，
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协议。
　　这场劳资纠纷的高效化解，是宜昌市全面推进综
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结出的硕果。
　　近年来，宜昌市按照市级突出“预测预警”、县级
突出“实战应用”、乡级突出“一线处置”、村级突出“末
端触角”功能定位，推动全市综治中心完成全覆盖规
范化建设。
　　宜昌枝江市是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该市高标

准打造县级综治中心，政法委、信访局、网格监管中心
等多家单位集中办公，实现“矛盾一站化解，平安共同
缔造”。
　　宜昌市猇亭区结合辖区企业多、涉企矛盾复杂的
实际，打造集普法、调解、仲裁、法援、公证等职能的涉
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公共
法律服务。
　　“在坚持标准、统一规范基础上，我们从信息系统、
运行机制、分析研判多方着手，靶向发力，不断提升综治
中心实战功能。”宜昌市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说。
　　外地一家食品公司发现宜昌某公司销售的某款
产品包装涉嫌侵权，而设计方却是江西的供应商。
　　在宜昌市西陵区综治中心组织下，区司法局葛洲
坝司法所所长李沁采用“云调解”方式，通过远程视频
方式，组织分处三省的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促使三
方达成协议，并通过邮寄方式签署调解文书。

　　据了解，宜昌市综治中心依托“城市大脑”和政法
数字底座“公安云”，打造社会治理一体化平台和“情
指行”一体化平台，实现社会数据资源的全量汇聚与
共享融通。
　　宜昌市还规范综治中心运行机制，建立健全风险
隐患预警研判、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社会治安联防联
治等机制，努力将95%以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因开发商建设遗留问题、物业服务管理水平滞后
等原因，宜都市陆城街道某小区居民与物业矛盾不断
升级。
　　宜都市综治中心了解情况后，立即启动联动调解
机制，联合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组织物业服务企
业、业委会及小区志愿者代表召开三方协调会，探索
建立物业管理区域重大事项共商联议机制，有效解决
停车秩序不规范、垃圾分类设置不明确等难题，物业
费收缴率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