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的出现袁不仅改变了人民的生活
方式袁也改变了其思想观念袁俨然成为生产
和生活的重要工具遥 随着国家经济的腾飞袁
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亟需要与当前的经济
发展相适应袁野互联网+冶 将推动我国社会治
理走向智能化尧现代化袁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袁进而实现野平安中国冶的目标遥

野互联网+冶社会治理的意义
随着野互联网+冶时代和大数据的到来袁

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等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都
野洋溢冶着网络化的野风采冶遥

传统的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政府的管
理袁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袁由原来的管理职
能向服务型智能转变袁政府下放权力袁倡导
野以人为本冶的服务型理念袁社会治理日渐依
赖于社会主体及群众袁 社会主体在 野互联
网+冶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显著遥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治理方式袁社会主
体之间上传下达主要通过网络袁难以受到时
间尧地点尧人员等的限制袁上级部门不仅可以
将政策和治理内容传给下级部门袁群众或下
级部门也可以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袁真正地
实现了治理的双向性遥 社会主体通过网络处
理纠纷袁明确责任范围袁具有高效性袁节省了
大量的社会资源袁 也能得到群众的反馈袁推
动着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遥

野互联网+冶的出现袁产生了新型的网络
纠纷袁 以往的纠纷解决方式难以适应新形

势的变化袁 传统单一的治理模式与当前的
线上与线下纠纷现状不相适应遥 打破传统
的沟通壁垒袁将线下与线上进行互联互通袁
疏通民意反映渠道袁进而整合信息资源袁多
元化的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袁 为治理
方式的创新添加新动力遥 网络的出现袁为纠
纷的解决提供了高效尧便捷的方式袁社会主
体可以充分运用网络实时监测舆论袁 掌握
舆情动向袁从而掌握主动权袁以先发制人的
姿态应对各种纠纷袁不仅包括线下纠纷袁还
包括网络纠纷袁及时纠正社会乱象袁推动社
会和谐发展遥

野互联网+冶社会治理的困境
随着 4G或WIFI网络的全面覆盖袁人们

的生产尧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网络袁网民在运
用这些平台时袁会输入个人信息袁网络成为
了信息的集合体遥

随着社会的转型袁纠纷日益多样化和复
杂化袁加之社会治理难度的加大袁社会主体
之间并未形成联合动员机制袁治理的效果不
明显遥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袁一些地方
政府实行了网格化治理袁在村尧镇尧县尧市等
划分成了网格袁 并配备了相应的网格员袁各
个网格汇聚成为一张网袁统一在平安建设信
息系统上遥 近年来袁一些地区未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和风土人情袁 盲目地效仿枫桥经验袁
将这种特殊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泛化袁未能完
全释放网格治理的活力遥 虽然进行了网格化

改造袁但缺乏相应的监督措施袁人浮于事袁极
易造成治理模式的形式化遥 网格化的确由点
到面得到了扩展袁但是网格员的思想观念未
能得到创新性转变袁使得社会治理模式收不
到应有的效果遥

拥有了信息资源袁就相当于拥有了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一把钥匙遥而信息不对称尧不畅通尧
失真袁一直以来困扰着社会治理遥 只有通过社
会主体之间搭建信息数据链袁保证信息之间的
互联互通袁才能发挥信息群的整体合力遥

野互联网+冶社会治理的对策
信息安全不仅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和稳

定袁也关系着社会治理的精准施效遥 要建立
和完善当前网络信息安全机制袁 完善信息
安全立法袁 尽快出台国家综合性的网络法
规袁严格执行信息安全法袁严厉打击违法犯
罪行为袁让违法犯罪分子望而生畏遥 要建立
网络安全的管理机制袁加大管理力度袁进行
顶层设计袁改变以往交叉管理尧多头治理尧
相互扯皮等现象袁 促进数据信息的正常运
行遥 要加强网络技术人才的培养袁从中培育
一批对网络信息安全尧防护技术尧信息安全
法等了如指掌的综合性人才袁 为网络治理
提供智力支持遥 要建构社会舆情预测体系袁
对于舆论进行实时把控袁 并对风险进行有
效评估袁为日后决策提供指引遥 采用新兴网
络技术袁及时关注不安全节点袁全方位地实
施网络防控遥

网格化管理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体对治
理方式创新的需求袁 也是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的有效实践遥 为了有效地防止社会主
体之间的信息资源堵塞尧各自为政等问题袁
需要建立统一的多元主体联动机制袁 主体
之间进行相互协作袁 加大整合信息资源力
度袁能促进网格化治理的系统化袁保障网格
化的全面覆盖和实时反馈遥 为了推进此项
工作袁要加强对网格员的专业化培训袁将传
统的野坐尧等尧靠冶理念转为野以人为本冶理
念袁采取激励机制曰要运用独立性的监督系
统袁 派专人把关袁 致使网格化治理的精准
化尧 常态化曰 对于监管的对象进行有效定
位袁厘清线上尧线下社会主体的责任袁明确
其相应的权力边界遥

野互联网+冶的出现袁为社会治理的现代
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挑战袁带来了社会主
体观念和行动的转型遥 社会主体之间运用网
络袁实现互联互通袁相互分享信息资源袁形成
治理合力袁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的智能化遥 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
互联网发展袁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
转向双向互动袁 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袁
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
理转变遥 冶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袁提高舆情监测
能力袁加强信息资源整合袁完善各个部门的
联动机制袁从而建立互建尧互治尧互享的命运
共同体遥

渊作者单位院呼和浩特市土左旗人民法院冤

“互联网 +”社会治理模式探究
荫 张亚丽

通辽讯 2016年 4月袁 通辽
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对徐某诉
金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民事
判决袁判决金某立即返还徐某借
款人民币 196 万元遥 判决生效
后袁徐某向法院申请执行袁法院
执行立案后袁向金某送达了执行
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袁责令其在
收到执行通知书后立即履行判
决所确定的法律义务遥

金某在明知上述判决已生
效尧 未履行法院判决的情况下袁
分别于 2016年 7 月袁 委托其妻
子胡某将其名下位于库伦旗某
林场的水库承包权以抵债的方
式转让给宋某曰2016 年 5 月至
11月期间袁将收到的蒋某向其银
行转账支付的 95500 元房款用
于其它支出遥

2016年 11月袁 法院将金某
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遥 2017 年 7 月
17日袁 金某被公安民警抓获归
案遥

2017年 7月 25日袁 金某偿
还徐某全部借款袁并得到谅解遥

法院审理认为袁公诉机关指
控被告人金某犯拒不执行判决
罪的事实清楚袁证据确实尧充分袁
罪名成立遥被告人金某对人民法
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袁 情节严
重袁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罪袁应追究其法律责任遥 被告人
金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袁可以从轻处罚曰在法庭
审理过程中自愿认罪袁且积极履
行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法律义
务袁可酌情从轻处罚遥 被告人金
某确有悔罪表现袁宣告缓刑对其
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袁
可对其宣告缓刑遥根据被告人金
某犯罪的事实尧性质尧情节尧社会
危害程度和悔罪表现袁依照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 的相关规
定袁以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被告

人金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袁缓
刑二年遥
以案释法院
拒不执行判决尧 裁定罪袁侵

犯的客体是人民法院的司法权
威袁 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一经生
效就具有法律的强制力袁 任何单
位和个人必须自觉执行遥 在法院
依法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过
程中袁 部分被执行人不执行或以
暴力手段抗拒人民法院执行袁通
过各种手段转移被执行财产的事
件时有发生袁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
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袁 更严重影
响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权
威袁妨害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遥
本案中的被告人金某在法院

审理的民事案件中是被告袁 明知
法院作出了生效判决袁 且收到了
关于执行的相关文书袁 还将自己
所有的财产变卖尧 转移或挪作他
用袁拒不履行判决所规定的义务袁
制造没有偿还能力的假象袁 不但
给债权人顺利行使债权造成极大
的障碍袁 也给司法机关履职造成
人为的重重困难袁 其行为是对最
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的践踏遥

现实生活中袁 有不少人与本
案中的金某一样袁 明明有还债的
能力袁却故意通过野乾坤大挪移冶
的方法袁 偷偷地将名下的财产转
移给他人袁 从而达到逃避债务的
目的袁 致使债权人赢了官司也是
野竹篮打水一场空冶遥然而袁法网恢
恢袁疏而不漏袁那些企图逃避法律
制裁的人终将接受法律的严惩袁
奉劝那些还存有侥幸心理袁 一旁
观望的被执行人袁 积极配合法院
的执行工作袁任何人试图挑战司
法权威和法律底线袁都将受到法
律制裁遥

渊朱丽丽冤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涉嫌触犯刑法会被判刑

乌兰讯 近日袁 鄂尔多斯市鄂
托克旗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
借贷纠纷案遥 债务人朱某某向债
权人赵某某借款 14 万元袁并出具
了借据袁 赵某某经多次催要无果
后诉至法院袁 请求朱某某与其配
偶周某某一起偿还遥 周某某否认
上述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袁 并表
示自己不知情袁 债务也未用于夫
妻日常生活袁 不愿意作为债务人
共同偿还遥

法官评析院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借款 14万

元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遥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野夫妻一方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
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袁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
主张权利的袁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尧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
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遥

参照叶201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曳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为 21876元袁显然 14
万元超出了日常生活消费遥 那么袁
本案债权人应提供证据袁证明该借
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袁但债权人并
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尧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夫妻共
同意思表示的事实袁因此袁本案债
务属于债务人朱某某一方债务袁应
由其一人偿还遥 渊边丽冤

夫妻一方债务 另一方可能不再担责

巴彦托海讯 近日袁 呼伦贝尔
市鄂温克旗人民法院民一庭审理
一起父母争夺抚养权的民事案
件袁 父亲为了给孩子提供良好的
学习环境袁 将婚生子女送到外地
学习袁母亲得知后袁以孩子年龄幼
小袁 应在父母身边就读更有利于
成长为由诉至法院袁 要求变更抚
养权袁 那么婚生子女与谁生活更

有利呢钥
原告萨某某与被告杜某某于

2008 年 8 月登记结婚袁 婚后双方
生育一男一女袁2015 年 8 月袁双方
因感情不和袁协议离婚袁离婚时袁
约定了婚生子女均由父亲杜某某
抚养和母亲萨某某的探望时间遥
2016 年袁 杜某某将婚生子女送到
外地其妹妹家生活和上学遥 萨某

某知道孩子被送往外地后袁 认为
杜某某违背了离婚协议的规定袁
剥夺了她探视孩子的权利袁 杜某
某放弃了抚养抚育孩子的责任袁
考虑到孩子的身心健康袁 萨某某
要求抚养婚生子女遥
在法院庭审中袁萨某某与杜某

某激烈争辩袁 杜某某同意将孩子
抚养权归萨某某袁 但为了孩子接
受良好的教育袁 要求必须在外地
就读袁萨某某认为袁因孩子年龄幼
小需要父母照顾袁 不能到外地就
读袁要转学回到本地就读袁双方争
执不下遥
法官评析院
离婚后子女的抚养袁应从有利

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尧 保障子女
的合法权益出发袁 并考虑父母双
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
情况遥 在此案审理中袁萨某某与杜
某某的婚生子表示愿意与杜某某
共同生活袁 杜某某也同意继续抚
养袁判决婚生子归杜某某抚养袁判
决婚生女归萨某某抚养遥 判后双
方均未上诉袁 婚生女转学到本地
就读袁状况良好遥

渊宝金霞冤

父母争夺抚养权 孩子与谁生活更有利？

说法姻 法官

说法姻 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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