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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暖薪”保民生
呼伦贝尔市两级法院执行利剑再出鞘

本报记者●金丽

达拉特旗司法局
助企发展出新招

本报记者●李亮

如何发挥法治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固
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保障作用，鄂
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司法局立足职能优势，
将为企业保驾护航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主动领题、精准破题，找准影响企业健康发
展的痛点、堵点，精心打造“企业调解室”，
把各类调解资源向企业聚拢，做到小事不
出车间，大事不出厂区，用多元解纷书写

“助企纾困高分答卷”，让新时代“枫桥经
验”成为企业发展的硬核支撑，切实筑牢涉
企矛盾的第一道防线。

“企业调解+” 奏响发展“和谐音”
达拉特经济开发区是达拉特旗招商

引资的“大磁场”，当地企业多、工人多，劳
动纠纷、合同纠纷等成为了企业发展路上
的“绊脚石”。基于此，达拉特旗司法局达
拉特经济开发区司法所通过建立企业调解
室，完善和探索了涉企矛盾纠纷预防、排
查、调处一体化运行机制，并以“企业调
解+”的模式，奏响助企发展“和谐音”，为
打造和谐稳定的市场发展环境贡献了司法
行政力量。

依托企业调解室，构筑“企业调解+法
律援助”“企业调解+律师服务”“企业调
解+劳动监察”“企业调解+工会”四个模
式，多元发力，多向化解矛盾纠纷，着力打
造人民调解新样板。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司
法所所长张鑫昊告诉记者，“企业调解+”模
式不仅满足了涉企纠纷的多元化需求，更
重要的是也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形
成了“法治保障、多元共治、双促共赢”的新
局面，为企业健康发展扫清了“路障”。

2023 年 1 月至今，该所通过“企业调
解+”模式，共化解涉企纠纷 121 件，其中建
能兴辉陶瓷调委会调解劳务派遣纠纷 2
起、劳资纠纷 3 起；中轩生化调委会调解合
同纠纷 1 起、劳资纠纷 3 起；其他调委会及
司法所调处矛盾纠纷112件。

多方联动 注入共处“润滑剂”
企业发展离不开工人，工人的成长也

离不开企业。但就是这种鱼水关系，也有
产生摩擦的时候。为了减少摩擦，达拉特
旗司法局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司法所，从打
造和谐劳动关系入手，在企业调解室的功
能设置上持续发力，引入社会力量，形成多
方联动合力，为企业与职工和谐共处注入

“润滑剂”。
企业调解室的功能需和涉企矛盾纠

纷的类型、特点等相匹配，这样才能发挥出
人民调解的作用，才能实现精准解纷。基
于这一认识，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司法所通
过“大调研、大走访、大排查”的方式，对辖
区涉企矛盾纠纷进行梳理归类，发现劳务
派遣、买卖合同、人身损害、劳动争议等纠
纷较为集中，而且大量案件涉及企业权益
保护和农民工讨薪问题。摸清涉企矛盾的

“脉络”后，该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沟通企
业和职工的桥梁作用，借助公共法律服务，
在企业调解室内设置了“法律法规宣传、法
律风险研判预警、涉企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律师对接企业法务、行业性调解人才培训”
五大功能，有效破解企业矛盾纠纷调解效
率不高、农民工维权成本耗费大等难题。

企业调解室以人民调解为“轴”，通过
“司法+劳动监察+企业工会+援助律师”
为“翼”，建立集法治宣传、法律咨询、多方
调解、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一体的纠纷排查
化解体系，多方联动实现“闭环式”调解，
让企业健康发展无烦恼，农民工安“薪”工
作不忧“酬”。

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司法所探索推行
的“企业调解室”助企发展新模式，是达拉
特旗司法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
影，也是继承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生动实践。达拉特旗司法局局长姬智说：

“把调解端口前移至企业，将调解资源下沉
到厂矿，这种接地气的解纷模式，切实为企
业发展吃上了‘定心丸’，让法治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亮丽底色，公平、稳定、可预期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也必将成为达拉特旗招商
引资的‘梧桐树’。”

1月14日清晨6时许，天色未亮，呼伦
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海拉尔区人民法院、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76名执行干警在
数九寒天整装待发。“我宣布，‘新春暖薪’执
行行动开始，全体人员出发！”随着呼伦贝尔
市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韩峰一声令下，干
警们兵分11路，迅速而有序地奔赴执行现
场，对81起案件开展攻坚行动。

行动中，呼伦贝尔市中院执行指挥中
心通过GIS可视化实战管理系统全程与执
行现场干警视频连线，实时了解现场动态、
及时调整工作方案、统筹调度执行力量，确
保行动高效有序开展。

行动中，两级法院执行干警依法拘传
42名被执行人到案，告知其拒不履行、抗拒
执行的法律后果。迫于执行强制力的威慑，
14 名被执行人于当日一次性履行执行义
务，全部给付完毕。被执行人包某因拒不支
付员工劳动报酬，行动当日被拘传至法院，
执行干警督促其立即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联系朋友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申请
执行人徐某支付了劳务费4865元。针对被
执行人朱某、丽某拒不支付交通事故赔偿金
案件，执行法官分别前往二人住所采取拘传
措施，在执行压力和法官的监督下，朱某当
即履行了给付义务，丽某也联系亲友筹措资
金8584.6元，让赔偿金全部执行到位。某商
店与刘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生效后，刘
某始终未履行判决确定的 1.5 万元还款义
务，该商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集中行动

当日，执行法官将被执行人刘某从家中依法
传唤至法院。在法院调解室，执行法官向刘
某释法明理，告知拒不履行义务将对其采取
强制措施，刘某当场通过微信转账支付2500
元、银行转账5000元、现金给付2500元，并
约定剩余款项近期给付。

此次“新春暖薪”集中行动共执结案件
49件，执结标的101.2万元，6名被执行人因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依法
采取拘留措施；24 名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
人达成分期履行和解协议。受邀参加此次
集中执行行动的呼伦贝尔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见证了呼伦贝尔市两级法院执行干警
披星戴月、不畏严寒、攻坚执行的全过程，被
广大执行干警忠实履职、一心为民的工作作
风深深感动，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履行支持起诉职能 破解欠薪治理难题
“工资已经到账了，多亏了你们，这下

我们能安心过年了。”近日，来自四川、河北
等地的300余名农民工相继拿到了工资，农
民工们通过电话再次对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表示感谢。

2023 年 3 月，来自四川的 10 名农民工
在回民区某建筑工地打工。同年10月初，
工地处于停工状态，拖欠了工人两个月的工
资却始终没有发放。10 月底，该院接到农
民工的支持起诉申请后立即展开调查，通过
自主构建的根治欠薪大数据监督模型比对，
发现还有300多名农民工和这10多名农民
工一样“被欠薪”。该院遂以民事支持起诉
为抓手，不仅帮助农民工及时足额拿到了工
资，还推动解决欠薪治理难题，切实维护了
农民工合法权益。

数字赋能+支持起诉
“我们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却不知

道怎么打这个官司。”想通过诉讼程序讨薪
的农民工来到该院申请支持起诉。

岁末年初是欠薪问题易发多发期，
2023年初，该院着手构建根治欠薪大数据法
律监督模型，赋能涉农民工讨薪案件办理。
在办理该案时，通过该模型与人社部门2023
年1月以来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平台数据比
对，发现该建筑工地共拖欠300余名农民工
工资 800 多万元。承办检察官进一步开展
调查核实和全面细致的审查，帮助当事人固
定了关键证据，为支持起诉做好准备。

“如果能在起诉前就把矛盾化解了，既
避免了当事人讼累，也达到了讨薪的目的。”
为让农民工早日拿到工资，承办检察官将调
解工作前移，多次会同人社、住建、工程项目
所在街道办事处、辖区派出所等进行商讨和
座谈，对建设单位释法说理。在检察机关和
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成建设单位
与农民工达成工资支付协议，并由行政机关
进行监管。目前，这些农民工工资已全部足
额发放完毕。临近岁末，能拿到辛苦钱回家
过年，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来说，胜似冬
日“暖阳”。

该案的办理充分彰显了检察机关发挥
民事支持起诉制度优势助力“弱有所扶”的

为民情怀。在2023年3月办理的另一起农
民工讨薪案件中，因诉前和解未达成，该院
及时启动民事支持起诉程序，依法协助郭某
某等8人收集证据、起草起诉书支持起诉。
法院在收到支持起诉意见书5日内作出民
事判决。8名农民工拿到胜诉判决后，承办
检察官又指导他们及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并跟踪督促执行，2 人及时拿回足额工
资，另外6人拿到部分工资，并与承包人签
订分期履行协议，8人被拖欠了两年多的工
资终于有了着落。

融合履职+协同办案
2020 年 5 月 1 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但农民工被
欠薪问题仍屡屡发生。

根治欠薪不仅是监管部门的责任，也
是司法机关的责任。为保障农民工“纸上的
权益”变成“现实的美好”，该院坚持一体履
职，融合发挥刑事检察、民事检察、控告申诉
检察职能，依托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向弱
势群体提供纠纷调解、支持起诉等法律服

务，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线索及时移送
有关部门。

此外，该院还联合有关部门不断夯实
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制度基础，于 2023
年4月与法院建立起支持起诉案件办理机
制，开辟“绿色通道”，实现快立、快审、快裁
及“审判+执行”全程跟进；2023年6月，与回
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签《涉农案件
信息共享、协同办案的工作机制》，构建多部
门支持起诉长效协同工作机制；与辖区住户
较多、施工工地较多的乡镇、办事处建立联
席会议机制，深入了解弱势群体的司法诉
求。

2023 年以来，回民区检察院共办理涉
农民工讨薪支持起诉案件43件。针对办案
中发现的农民工缺乏依法维权，收集、保留
证据意识，该院走进建筑工地、通过新媒体
平台“线下+线上”普法，面向农民工开展14
次法治宣讲，引导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督
促用人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营造了
用人单位知法守法、劳动者知权维权的良好
社会氛围。

（金燕翔 贾舒钧 史文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