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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聚能环”点燃发展“新引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系统服务保障首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王雅妮

站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呼和浩

特市实施“强首府”战略，锚定现代化

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目标，致力于打

造发展能级全面提升的“实力之城”、

产业集群优势突出的“发展之城”，点

燃首府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为护航城市发展的司法中坚力量，

竭力优化审执全流程各项工作，充

分发挥法治稳预期、固根本、利长远

作用，力求增强企业在首府投资兴

业的信心，在人均结案数全区第一

的荣誉鞭策之下，勇闯发展新路径，

为首府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作出了

积极贡献。

共建“调解链”
深入推进诉源治理

“感谢人民法院，感谢调解员，没花钱没跑腿，我这
起等待多时的案子得以顺利解决。”近日，一家种业公
司负责人专程打来电话致谢呼和浩市中院。

原来，这家种业公司工作人员在走访呼和浩特市
市场中发现，一家科技发展公司营业场所销售的种子
存在大量套包销售现象。种子的包装袋仿造的正是自
己公司的包装，但是内里确已经被“李代桃僵”。于是，
该公司一纸诉状将上述科技发展公司起诉至呼和浩特
市中院。

呼和浩特市中院受理该案后，经过分析，决定通过
“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系统将案件推送到呼和浩特市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于原被告均不在呼
和浩特市本地，调解员征求双方意见后，决定采取线上
视频的方式进行调解，并从知识产权专业角度提出了
合理的调解意见。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被
告做出立即停止侵权承诺，并即时赔偿原告50万元。

这起案件是呼和浩特市中院大力推进诉源治理工
作，致力于矛盾纠纷实现在源头化解的一个缩影。“为
强化诉源治理工作，呼和浩特市中院坚持把非诉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持续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
设，主动融入市域社会治理‘大格局’，积极拓展多元解
纷‘朋友圈’，引导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调
解，不断延伸矛盾纠纷治理的触角，全面推进诉前调解
工作，探索走出一条高效、便捷、多元化解纠纷的新路
径。”呼和浩特市中院立案庭庭长窦双向记者介绍道。

为了把更多矛盾纠纷解决在诉前，化解在萌芽，呼
和浩特市中院将上海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特邀调
解组织纳入全市法院特邀调解名册，委派调解了自治
区首例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纠纷案，并携手市工商
联延伸司法服务触角，共同建立了诉源治理工作站，使
企业园区的司法服务触手可得，这一联系协作机制受
到了最高法院和全国工商联的通报表扬。呼和浩特市
中院与市工会构建的劳动争议诉调对接机制，近三年
成功调解案件1044件，被《工人日报》等央媒持续关注
报道。

联通“朋友圈”
启动破产和解方案

2023年8月28日，在呼和浩特市大通众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时代天骄”楼盘分房抽签现场，作为施工方的一
建筑公司负责人热泪盈眶地说道：“这是我们的大项目，本
以为工程白干了，如果大通众鑫破产了，我们也跟着遭殃，
真是心都凉了。现在拿到了房子可以变现，公司能维持了，
心都亮了。”

自呼和浩特市中院受理大通众鑫房地产公司破产案以
来，60多件相关诉讼案件陆续引发，其中虽有当事人通过诉
讼渠道解决争议，但是仅能就个案裁判确定给付义务，并不
能真正解决问题。项目工程的联动协调、问题楼盘的复工
续建、房屋购买者及债权人的信心重建……面对亟需解决
的问题，呼和浩特市中院通过府院联动机制，依法与市信访
局、房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多次举行联席会议，并与管理
人、债权人多次研究，共同参与“时代天骄”楼盘项目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工作，最终推动案件进入和解程序。在呼和浩
特市中院的不懈努力下，呼和浩特市大通众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破产和解一案终以项目续建完成收尾，该案实现
了多方共赢的良好效果。无论是购房人还是债权人，都对
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大通众鑫房地产公司资产变现存在现实困难，通过动
员原施工单位同意接受以房抵债的方案，使其垫资继续施
工，破产和解的方式撬动了楼盘恢复续建，达到了全盘统筹
的目的，业主、债权人权益和所欠税款都有了着落。”呼和浩
特市中院民二庭破产团队负责人张宇介绍道。最终，“时代
天骄”楼盘顺利竣工交付，同时被市政府列为重点处置遗留
项目，居民业主们从2021年底开始，陆续拿到了商品房产权
证。根据和解后对大通众鑫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进行重新评
估，其市值可以有效覆盖本案债权。

“从企业登记注销、破产信息公示，到不动产财产变更
登记、不动产查询等信息的实时共享，再到人社部门涉及的
破产企业职工安置、社保缴纳等方面，法院均与相关部门签
订了工作方案。”张宇说。为了确保府院联动机制实现常态
化，呼和浩特市中院不断加强与税务、市场监督管理、人社、
金融机构等部门的协调沟通，联动工作机制运行有效，对于
形成首府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高擎“杀手锏”
提升执行工作质效

“感谢法官，为了保护我们的权益，这么多人忙前忙后，
要不是你们执行有力，我们都不知道房子什么时候才能要回
来。”近日，北京某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专程打来电话，对呼
和浩特市中院执行局表示感谢。

原来，该公司与王刚（化名）因借款合同纠纷申请仲裁，北
京仲裁委作出裁决，王刚应向北京某担保公司支付代偿本金及
利息28万余元。但王刚迟迟未按仲裁裁决内容履行还款义
务，该公司多次催要无果后，向呼和浩特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然而，就在向申请人现场交付房屋时，执行法官发现封
条被撕毁、门锁被更换，王刚一家再次住进了该房屋。“现在
房子已经过户到申请人名下，你住进来属于非法侵占，责令
你限期搬离，否则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面对法官
一次又一次的提示，被执行人不仅置若罔闻，还和执行法官
玩起了“躲猫猫”。既然“老赖”霸占房屋不肯归还，必须使出

“杀手锏”——强制腾房。
“出发！”随着一声令下，呼和浩特市中院执行干警立即

奔赴执行现场。为确保行动公开、公正，执行局特邀涉案房
屋所在地派出所、街道办工作人员现场见证，检察院和本院
督察局同步监督，并由公证机关对执行全程录音录像。最
终，执行法官将被执行人财物搬运到法院指定处所，顺利将
腾空的房产交付到申请人手中。此次行动，彰显了呼和浩特
市中院扛鼎担责、攻坚克难的执行精神。

呼和浩特市中院始终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
念，拓展延伸优化营商环境20条举措；开展法官送法进企业
系列活动，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服务和保障；扎实推进“云
上会客厅”开门纳谏长效机制，准确掌握群众和市场主体需
求，实实在在为群众和企业提供靶向服务；助力法治政府建
设，深化府院联动机制，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进落实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报制度，市、县两级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率始终保持100%；强化涉企案件执行，案件平均
执结用时缩短近30天，为兑现胜诉权益“加油提速”，得到了
市场主体的广泛认可……

一系列有效举措的推出，呼和浩特市中院实现了服务保
障“五大任务”新增效、城市经济能级新提升、首府建设“软实
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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