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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法庭”迸发“大能量”
——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沙圪堵人民法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联动解纷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金丽

“一网”全面覆盖，“两卡”定分止

争，“三分”过滤类别，“四快”提质增

效，“五措”息诉宁人——走进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沙圪堵人民法

庭，迎面进入视野的是布展于墙上的

“12345”阶梯式联动解纷工作法，目

前，该工作法已成为化解当地社会矛

盾的有力抓手，而“升级版”法官工作

室和“六进两联一引”多元解纷机制则

将“12345”工作法切实应用到实际工

作中，共同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全

域覆盖、多方参与、多元共治，最大限

度实现了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

解，助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

治理格局，为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

增添了亮色。

“1+1+N”工作法
多元共治显成效

作为准格尔旗曾经的旗府所在地和一座百年老
镇，沙圪堵镇设有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地方经济、文
化、民生等建设发展始终非常活跃，2021年入选“全
国千强镇”，2023年跻身“中国西部地区乡镇综合竞
争力百强”第68位。沙圪堵法庭庭长陈建荣向记者
介绍，目前全镇有26个行政村、7个社区，辖区企业
一百多家，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近年来，解决沙
圪堵镇突显的类型化社会矛盾特点和突出问题成为
摆在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面前的重要事宜。

为有效解决矛盾和问题，陈建荣带领法庭干警
潜心调研、认真总结庭前调解经验，在落实鄂尔多斯
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端五防线”诉源治理模式、持续
推进准格尔旗法院市域社会治理“579”、法律服务

“六进”工作、统筹实施“司法品质提升年”七大工程
建设的基础上，创新推出“12345”阶梯式联动解纷工
作法。

该工作法首先构建“双向互联、四化融合”的
“1＋1＋N”诉源治理体系，积极推动矛盾化解由法
院“单打独斗”向多元共治转变。根据这一思路，
2023年5月，沙圪堵镇党委印发诉源治理工作实施
方案，统筹推进“1＋1＋N”诉源治理各项工作，即在
沙圪堵镇党委统一领导下，以沙圪堵法庭为主要阵
地，联合村社区、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关行业组织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共同开展
诉源治理工作，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
等中心工作，为沙圪堵镇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司法保障；沙圪堵法庭所有员额法官和法官助理对
全镇实行全覆盖包联，以重点企业为区域开展诉源
治理工作，“一网”全面覆盖局面既而形成并深入实
施，并由此产生显著成效：今年1-11月，沙圪堵法庭
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485件，与2021年和2022年同
期相比分别下降31.30%和46.35%。

近日，在沙圪堵法庭受理的一起离婚案件中，双
方当事人结婚时间较短，不存在财产纠纷和子女抚
养问题，因此，经审判员悉心调解后自愿离婚，当天
便拿到了离婚调解书。该案折射出“12345”工作法

“四快”提质增效力度——提高案件审理速度，不断
创新审判模式，对事关民生的各类案件，特别是涉及
农资、赡养、抚养费、抚恤金、劳务报酬的案件建立民
生案件甄别制度，符合条件的建立快立、快送、快审
和快结的绿色诉讼通道。今年1-8月，法庭受理小
额诉讼程序案件40件，一个月内全部审结；受理简易
程序93件、普通程序案件242件，均达到了80%以上
快审审结目标，高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又
大大降低了诉讼成本，切实提高了司法效率。

“升级版”法官工作室
家门口的“小法庭”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沙圪堵法庭将矛盾纠纷
防范化解关口不断向源头推移，设立了升级版样本法官
工作室。陈建荣告诉记者，该工作室由法官、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组成，并配备一名法官作为负责人和主持人。
在日常工作中，工作室将代表委员联络“4个100”工程贯
穿到诉源治理和司法活动全过程，所辖区域内的矛盾纠
纷或已经过村民说事室、矛盾调解委员会、下沉法官工作
室调解的矛盾纠纷、诉前实质性化解阶段的矛盾纠纷均
可由“升级版”法官工作室再次通过“线上＋线下”“定
期＋即时”的全方位模式开展调解，调解成功的由当事人
申请进入司法确认程序，不能调解的进入诉讼程序。

“升级版”法官工作室是“12345”工作法“两卡”定纷
止争的主阵地。“两卡”即“法律咨询服务连心卡”和“矛盾
纠纷化解工作卡”，旨在以便捷的司法服务引导矛盾群体
选择非诉方式，在源头治理和前端预防上下功，使大量矛
盾纠纷止于未发、化于未诉，从而将“升级版”法官工作室
打造成村民家门口的“小法庭”。

2022年3月，杨某与马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其
名下位于沙圪堵镇南排原木匠房五间租赁给马某夫妻从
事大理石加工生意。2022年8月30日，该房屋发生坍塌
事故，马某与妻子受伤，同时房屋毁损严重，不能正常使
用。事发后，杨某与马某先后向准格尔旗法院和沙圪堵
法庭提起诉讼。了解案件详情后，考虑到双方矛盾较大，
且均不同程度遭受损失，两案承办法官、法官助理充分发
挥“两卡”定纷止争功能，通知双方当事人到沙圪堵法庭
法官工作室，并邀请人民调解员到场，向双方释明启动鉴
定程序后果及双方应负的法律责任等内容。经过长达6
个小时的面对面调解、背靠背疏导，9月14日，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由杨某一次性给付马某赔偿款145000元，马
某限期将承租房内物品全部搬走，同时杨某自愿放弃租
赁费主张。至此，该案以诉前调解、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方
式结案，一次性解决纠纷，避免了双方当事人的诉累。

在“升级版”法官工作室，“12345”工作法“三分”过
滤类别也得以充分运用。在“流动一站式”诉前调解工作
中，法官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调解成功后由人民调解委
员会出具调解书，进入司法确认程序，未调解成功的进入
诉讼程序。在面对劳动争议、无主土地纠纷及确权瑕疵
等争议时，积极引导当事人申请仲裁或者有关行政部门
解决，必要时发出司法建议，进一步发挥司法建议在诉源
治理中沟通有效、协调及时、对症下药的优势；无法调解
且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纠纷类型，可以通过法庭速裁方
式解决，在立案后实现10个工作日内结案，通过矛盾纠
纷分级分类管控，不断提升多元解纷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坚决守住案件成讼防线。

“六进两联一引”模式
联动解纷促和谐

和“升级版”法官工作室一样，“六进两联一引”模
式也是沙圪堵法庭创新开展诉源治理工作新起点。

“六进”即进乡村、社区、网格、企业、行业、学
校，由“法院干警”六进升级为“升级版”法官工作室
六进，扎实推进法律宣教定期化、巡回审判便民化、
纠纷调处日常化、指导调解常态化，实实在在地便利
引导矛盾群体选择非诉方式化解，全方位减少诉讼
案件的发生；“两联”即探索“互动式”合作化解矛盾，
依托平安建设一体职能化，联络司法所、派出所建立
矛盾纠纷联调机制，一体推进法律宣教、涉民生利
益、涉营商环境纠纷调解体量大幅提升，诉讼案件体
量有效下降，推动一般性民事纠纷在诉前有效化解，
尽快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有效预防小矛盾引发
治安、刑事案件；“一引”即引进“一名”土地仲裁员、
妇女工作者、法律明白人、事实知情人、所在单位负
责人、群众工作者、金牌调解员、律师等参与“升级
版”法官工作室纠纷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其不可替代
的作用。

今年4月，庙壕村诉刘某物权保护纠纷一案经庭
长陈建荣认真阅卷，发现该案实质为土地纠纷，最佳
解决办法是协商、调解，在向原告方释明原由后，原告
撤诉。此后，陈建荣协调镇政府，由镇党委副书记牵
头，组织司法所、村委班子成员、包村干部以及五荒地
指界小组成员等深入庙壕村委会开展矛盾调解，并提
出既能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又能兼顾经济效益，促
进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占地损失补偿方案。由于双方
矛盾较深，调解工作并不顺利，因此，当天中午调解人
员没有回家，也顾不上吃饭，继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地开解当事人。下午3时，调解人员在村调解室以干
脆面、饼干就矿泉水解决了一顿饭，在此过程中调解
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辛劳的工作最终打动了矛盾双
方。下午4时，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村民李某和祁某同
意支付刘某15万元占地补偿款，一起土地纠纷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在这起纠纷调解中，“六进两联一引”诉
源治理新机制发挥了显著作用，同时“12345”工作法

“五措”息诉止争获得了实效。2023年以来，沙圪堵法
庭一审服判息诉率达到89.82%，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相统一。

乘风破浪开拓创新，践行“枫桥”为民解忧。沙圪
堵人民法庭将继续努力创新推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
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工作，以能动司法积极适应社会
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努力推动解纷效能持续升级，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最大限度将群众矛盾化
解在基层、消除于萌芽，切实为做好司法为民工作添
砖加瓦。

调解现场调解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