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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发布

“政协＋法院”多元解纷典型案例

案件由来
2023 年 3 月的一个上午，郭女士来

到土默特右法院寻求帮助，当事人一进门
就开始向调解员哭诉要离婚。原来，郭某
家里经济情况并不算好，丈夫贾某花钱大
手大脚，还有吸烟嗜酒的习惯，打工赚的
钱大多花在这些方面，很少往家里拿钱，
郭某难以承受家庭生活压力。更让她感
到难过的是，丈夫最近在家喝完酒后，无
端对她发脾气，郭某感到无助，却不好意
思和亲戚朋友诉说，故向土默特右旗法院
提出离婚诉讼。

调解过程
在诉调对接中心工作人员的安抚

下，郭某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据了解，
双方结婚已经二十余年，这次郭某并不
是真的想离婚，只是希望以此规劝丈
夫。察觉到郭某的心思后，中心将该案
委派给旗法院调解员和旗政协委员调解
员进行联合调解。调解员将郭某的丈夫
贾某一起约至法院，在她们的引导下，郭

某将多年来的隐忍、委屈、付出全部倾诉
出来，贾某在一旁听着，脸上逐渐挂满了
愧疚。调解员也了解到，双方二十多年
感情尚在。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打
开心结，调解员也对贾某酒后闹事的行
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贾某诚恳认错并写
下了保证书，承诺“以后绝不再喝酒，多
多顾家”，郭某原谅了丈夫，夫妻二人最
终和解不再离婚。

典型意义
婚姻家庭纠纷多由琐事日积月累所

引起，时间长了夫妻双方就容易造成怨
恨、产生分歧。因此，在对待家庭矛盾时，
一定要加强沟通和理解，政协委员调解员
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的经历也让他们在做
群众工作时更容易感同身受，温馨质朴的
语言更容易让双方接受，同时配合法院调
解员在调解时开展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
法规宣传，灵活运用保证书等手段促成双
方和解。

（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供稿）

案例六 耐心倾听弥补夫妻感情裂痕

案件由来
包头市某商贸公司为土默特右旗

某火锅店提供羊肉、鱼丸、底料等食材，
双方达成合作口头约定，到货后双方签
字确认，一个月结一次账。双方合作了
大半年都很顺利，商贸公司不曾想在最
后一次结账的前一天突然联系不上被
告，火锅店也关门了，拖欠货款 4 万元。
无奈，该商贸公司只能将火锅店诉至法
院。

调解过程
原告公司法人在土默特右旗人民

法院“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心”详细的向
工作人员讲述了事情经过以及公司面
临的困难。由于本案双方均为中小微
企业，工作人员迅速开启绿色通道，立
即组织本院调解员、政协委员调解员成
立调解小组对该案进行调解。但是前
期联系被告时却没有那么顺利，调解员
几次联系被告，对方都不接电话，原告
法人这时也有些急躁，带情绪的和调解
员说“这个案子联系不上被告，不如马
上转入审判程序，你们就别操这个心
了。”但是，调解员没有气馁，而是先安
抚了原告法人的情绪，然后耐心引导原
告法人回忆之前与被告的交易过程，做
到心中有数。“我们一定秉持双方在场、

全程透明、公开公平的原则，力求在 20
日之内解决矛盾纠纷。”法院调解员和
政协委员调解员向当事人承诺。第二
天调解员和政协委员亲自走访了被告
的店面，询问了相邻的商家，又查找了
被告在市场监督局的备案，最终联系到
了火锅店合伙人。该负责人表示，因为
2022 年 10 月开始的疫情导致火锅店彻
底停业，资金周转困难，尚欠房租、供
货、工人工资等债务，希望调解员能够
调解让原告宽限，等待重新营业一定会
分批次给付供货款。在对双方面对面
调解时，调解员和政协委员提出了调解
方案，从 2023 年 3 月开始分三批次给付
货款，如未如期履行可转入执行程序，
各方当事人当场签字确认。商贸公司
法人高兴地说：“还好当时听了你们的
建议，没想到调解员这么快就解决了我
们公司的问题。”

典型意义
自 2022 年启动“政协+法院”调解

模式构建以来，政协委员参与调解案件
337 件，调解成功 240 件，调解成功率达
71.2%。土默特右旗法院借助“政协+法
院纠纷调解室”的品牌效应，共吸纳品
牌调解室2家、特邀调解组织16家、各类
调解员29名入驻法院多元化解中心。

案例五 充分沟通调处小微企业矛盾

案件由来
受疫情及房地产大环境影响，房屋

成交量低，为了促成成交，双方合同对
于购房手续及给付中介费约定较为宽
松，并未明确按照中介合同履行，这就
导致部分买房人购房后以公司服务不
到位等理由，拒绝向中介公司缴纳中介
费，因此，房地产经纪公司为追讨中介
费，将四名购房者起诉到法院。

调解过程
调解开始双方抵触情绪较大，被告

认为，原告中介合同条款约定不明欺骗
买房人，附加了 2%的其他费用，并且在
办理过户贷款等过程中资料准备不足
没有配合过户，服务不到位。诉调对接
中心将该系列案委派给作为职业律师
的政协委员和院内调解员进行配合调
解。他们一起认真分析案件证据材料，
找出了合同中不规范的地方，针对双方
合同约定的具体项目依据民法典给案

件双方释法说理，倾尽全力与双方当事
人沟通。最终中介公司给买房人核减
了未提供的办理房产证服务项目的相
应费用，买房人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介绍
房源、签订合同等服务项目中合理产生
的中介费，双方都对案件的处理十分满
意，最终，这 4 起案件成功调解，2 件进
行了司法确认，2件当场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随着群众的法治意识逐步增强，作

为调解员决不能“和稀泥”，必须用情化
民忧、用理释民惑、用法维民权。本案
的院内调解员和政协委员调解员运用
法律专长，认真分析合同，基于双方的
约定用法律和事实说话，将实际产生的
服务和费用作出公平划分使双方认可
调解方案，充分体现了多元解纷工作坚
守法治信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现代化
法治要义。

案例四 运用专长化解房产中介纠纷

案件由来
在一起继承纠纷案件中，张氏姐弟三人

“对簿公堂”。姐姐和哥哥是原告，弟弟是被告，
原告起诉被告要求分割父母房屋的拆迁款。原
来，多年以来，姐弟三人因为父母赡养、土地耕
种、房子拆迁等问题，一直矛盾纠纷不断，不止
发生过口头冲突，还曾因肢体冲突惊动过警察，
经过派出所和居委会多次调解都没有结果，长
久以来的积怨使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调解过程
因为原告情绪激动，该案转入审理程

序。为了避免矛盾再升级，承办法官邀请了
擅长家事纠纷调解的政协委员尝试先进行调
解。为了摸清纠纷的症结，对症下药，政协委
员分别与姐弟三人进行了沟通，充分了解了
事情的经过，随后又深入社区、派出所开展调
查工作，认为不能机械的讲法律规定，也不能
简单的就拆迁款的分配进行调解，应该用“柔
性”的调解手法，以亲情教育为主、以情感促
成一家人和解。调解员先后采取“背对背”及

“面对面”的调解方式，轮番与各方做调解工
作，分析了双方矛盾的根源。经过一个多月
的努力，双方最终打开了彼此的心结，和解并
当场签订调解协议书。后来弟弟专门给政协
委员打电话道谢，“感谢两位政协委员解开了
我们姐弟之间多年的结，让我们的关系缓和
了。”张某激动地说道。

典型意义
民商事案件的形成多是双方无法协商达成

一致时才不得已诉至法院的，双方当事人有的曾
是合作伙伴，甚至是挚友亲朋，最终“对簿公
堂”。政协委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开展调解工
作，有利于促使矛盾对立方重新沟通，取得每一
方当事人的信任和尊重，在调解家庭矛盾纠纷
时，政协委员充分了解案情，采用以亲情教育为
主、以情感人的调解策略，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
法的温度。政协委员调解员表示：“当时我接到
感谢电话时，还是很感动的，这一个月我确实费
了不少劲，但姐弟三人最终化干戈为玉帛，这就
是对我工作的最大慰藉了。”

案例三 理法并用力促亲人互相谅解

案件由来
某医药公司因受到市场影响，公司业务量

不断缩减，经营陷入困难，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
来。该公司长期以来和卫生院合作提供医药和
器械等，但是，最近一年的货款却一直拖欠迟迟
不能结算，卫生院只给付不到20%，不得已该医
药公司将卫生院诉至法院。该医药公司起诉时
就表示，要不是实在经营不下去，肯定不会起诉
长期合作的客户。

调解过程
根据该案的情况，诉调中心邀请从事医药

行业的特邀政协调解员参与调解。经了解，双
方合作长达十年，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难以结算
货款。政协委员联系卫生院进一步了解实际情
况，原来，卫生院出售药品是完全按照进货价格
出售，不允许加价，没有盈利，仅靠财政支持举
步维艰。并且受疫情影响，大量资金转向支持
防疫检测，使得医疗器械等其他方面捉襟见

肘。政协委员详细了解事情原委后，充分发挥
其在医药行业的影响力，主动联系卫健委等主
管部门，拿出可行性方案，经过政协委员调解员
的多次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分批履行协议，并办
理了司法确认。医药公司和卫生院都非常满
意，不断向政协委员表达感谢。

典型意义
土默特右旗“政协+法院”纠纷调解室挂牌

以来，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整体素质高、行业范围
广，在所从事工作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沟通
协调能力强等特点，更容易让当事人信任和依
赖，从而提升调解效率。本案中，作为调解员的
政协委员在医药行业颇有影响力，正是其及时
与相关部门联系协调才促成案件的调解成功。
这是人民法院和政协密切配合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的新实践，“政协+法院”联调机制，真正为中
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使大量涉企矛盾
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

案例二 联动协调全力护航企业发展

案件由来
薛某承包了某村养鸡场彩钢打板和电焊工

作，并雇佣了王某、张某、谢某三名工人，后来由
于薛某与养鸡场的资金结算出了问题，不能按
时给付工人工资，薛某承诺尽快周转偿还劳务
费并写下欠条。但过了约定时间，薛某不仅未
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还不接三人的电话玩起
了失踪。无奈之下，王某等人决定到法院起诉
薛某，要求偿还工资款32500元。

调解过程
经原告申请，该案转到了诉调对接中心，调

解员多次尝试联系薛某，但一直没有薛某的消
息，眼看调解工作进行不下去了，调解员打算放
弃调解，将该案导入诉讼程序。但是，参与该案
调解的政协委员李老师认为，比起诉讼程序，调
解解决问题更便捷，临近春节，如果能调解成功，
工人兄弟也能拿钱回家过年了，应该再试试。本
着对每一起案件、每一个当事人负责的态度，李
老师积极与被告薛某所属乡镇政协委员联系，经
过多方查找，终于通过乡村邻里关系查找到了薛
某最新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后来，李老师驱车
60公里到村里找到薛某做工作，薛某终于被李

老师的真诚打动，认识到躲着不露面不能解决问
题，调解协商对双方都有益处，最终同意到法院
调解。回到法院后，政协委员李老师耐心的向双
方释法明理，最终，薛某愿意承担法律义务。调
解中，薛某向原告解释了自己并不是故意拖欠不
付工资，而是受疫情影响无法开工回款，无奈才
避而不见，并向原告表达了歉意，取得了原告的
谅解，薛某也承诺自己会在春节前筹措好资金，
分批给付三名原告，该案得以顺利解决。

典型意义
“政协+法院”调解模式有利于切实把广大

政协委员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发挥专业优势，
实打实帮助企业、群众解决烦心事，以政协的担
当为党政分忧。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土默特右旗法院积极探索推进多元化调解
机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在推行“诉调对接一站
式解纷机制”“线上调解”“法官工作站”等一系
列便民诉讼举措的同时，充分利用调动政协委
员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该案调解中的政协
委员系一名教师，在乡亲们中颇有威望，能用真
诚打动群众，用心调解使矛盾顺利调解，让人民
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案例一 千方百计帮助工人讨回欠薪

近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召开“政协＋

法院”多元解纷建设工作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六例“政

协＋法院”多元解纷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