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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再创包头辉煌”系列报道——

善用“加减乘除法”巧解“营商方程式”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刘琪 通讯员●杨旭

一个地区的发展，

短期靠项目，中期靠政

策，长期靠环境。近年

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

民法院做实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积极响应包

头市全力打造“包你满

意”“包你放心”营商环境

升级版号召，以擦亮“营

商热土、法治更优（右）”

工作品牌为抓手，聚焦企

业发展重点、痛点、堵点、

难点，高标准、全方位将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各

项举措融入执法办案全

过程。

主动作为抓重点
做好靠前服务“加法”

对企业来讲，时间就是机会和效益，更
是金钱和生命。土右旗法院坚持把非诉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依托“政协+法院”“人大
代表+法院”等协作机制，力促涉企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创新“精简
流程、精准服务、精确执法”的司法举措，大力
提升涉企案件办理效率。

“我要了三年的账，没想到法院一天就
解决了，太感谢了！”在土右旗法院立案大厅
中小微企业服务专区，某轮胎销售公司法定
代表人激动地说。事情源于某汽车修理厂因
拖欠货款未还，被原告某轮胎销售公司诉至
法院，原告公司表示，近几年受电商等因素冲
击，实体生意比较难做，特别是小微企业出货
慢、赊账多、回款慢，无奈只能通过诉讼维
权。考虑到案件事实争议不大，且双方都是
小微企业，为节约企业参与诉讼的时间和经
济成本，调解员当天就约见被告进行调解，经
过调解员一番推心置腹地释法明理，双方最
终达成调解协议。

畅通“立审执”一体化协作的“涉企案件
绿色通道”，对符合调解的涉企案件随即转入
诉调对接中心，优先专人调解，免收诉讼费，
惠及千余家企业；研发上线智慧诉服平台
——“敕勒川解纷”小程序，开辟“助企服务”
专区，为企业提供诉前调解、立案绿色通道、
保全绿色通道等方便快捷的诉讼服务，实现
对企业难点、堵点、痛点问题的实时把握、靶
向治疗、精准服务；在诉服大厅设立中小微企
业服务专区，推出在线立案服务指引，引导企
业运用“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等各类数智平台
办理诉讼服务事项，为 400 余家企业提供司
法咨询等服务，节省企业诉讼费用 180 余万
元……为提高涉企案件办理质效、降低经营
主体诉讼成本，土右旗法院出台了一系列实
实在在的举措，获得了企业的广泛认可和好
评。

善意司法消痛点
做实企业负累“减法”

每一个涉企案件都关系着企业的经营
发展，释放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灵活采取强
制措施，自觉将执法办案放到服务发展大

局中思考和谋划，让身处困境的企业重返
“赛道”，才是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应有
之义。土右旗法院始终秉持善意司法理念
这一新时代能动司法的本质要求，尽责履
职，为企业负累做“减法”。

某公司拖欠贾某等 8 名员工工资，8 名
员工在向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后，该公司仍
未按仲裁结果履行义务，经申请案件进入强
制执行程序。经过线上线下全面查控，执行
法官第一时间查封了被执行公司的财产并
依法启动评估拍卖程序。当对被执行人的
财产状况进行实地调研时发现，该公司因业
务萎缩、收入锐减导致经营陷入困境，处于
严重亏损状态。考虑到若拍卖相关财产的
评估周期较长，8 名员工的权益难以在短时
间内得到兑现，同时还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执行法官详细调查后终于找
到了实现双方权益平衡的突破口，执行法官
耐心释法明理、分析利弊关系，最终该公司
同意先将8位员工工资全部给付，待另一起
案件的案款执行到位后即可顺利投入生产
经营。

“这份《信用修复证明》解除了公司的
‘镣铐’，公司终于可以参与招标投标、融资
信贷活动了，非常感谢土右旗法院的善意
文明执行。”内蒙古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由
于经营问题导致资金告急，与崔某在劳务
合同履行方面发生纠纷，经审理，法院判令
该公司给付崔某劳务费 3.4 万余元。该企
业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后因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影响了生产经营，
于是主动向法院寻求帮助。土右旗法院积
极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立即为该公司
开具《信用修复证明》，第一时间屏蔽了被
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为其融资贷款提供便
利，帮助涉案企业卸下信用惩戒包袱，助力
企业失信“摘帽”。

为最大限度降低诉讼对企业生产经营
的影响，土右旗法院注重法理、事理、情理
的有机融合，坚持慎用司法强制措施，灵活
采取“活封活扣”、执行和解等“放水养鱼”
执行方式，在有效维护债权人权益的同时，
为企业的必要生产经营留出“一池活水”，
努力将司法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负面影
响降至最低。

创新机制疏堵点
做活提质增效“乘法”

近年来，执行案件量逐年增加，人均办
案数屡创新高，执行指标“指挥棒”逐渐成为
执行法官的“紧箍咒”，如何推动矛盾纠纷实
质性化解、有效减少“执行程序空转”现象、实
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成为土右旗法
院面临的新课题。

“自执前督促工作开展以来，纳入执前
督促的案件超过50%的申请人主动撤销了强
制执行申请。”在一起原告某园林公司与被告
C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经法
院民事判决，宣判被告给付原告工程款本金
632余万元及利息。原告多次申请将案款强
制执行到位，被告 C 公司意欲上诉、犹豫不
决。

为避免上诉耗时费力强制执行激化矛
盾，土右旗法院当即启动“执前督促”程序，审
理法官电话联系双方组织调解，原告要求一
次性给付本息，被告要求减半给付工程款，双
方互不相让，调解陷入困境。审理法官多次
组织磋商，经释法说理，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
和解。承办人陪同双方到银行，督促被告当
场履行350万元。审理法官在执行前再次调
解、督促履行，避免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最大限度优化司法资源配置，降低企业维权
成本。

近年来，土右旗法院积极探索“执源治
理”新思路、新举措、新解法，构建起“执前督
促”工作机制，先后出台了《关于开展执行通
知前置、审判法官跟踪及执行立案前督促履
行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执行立案前督促
工作办理流程（试行）》，通过延伸调解、关口
把控、执前发力，切实提高案件自动履行率。
同时，该院加大抗拒执行、规避执行的失信惩
戒力度，率先在我区西部建立“执行110”协作
机制，拓宽执行案件“查人找车”渠道，实现对
被执行人及其车辆的及时有效控制，为财产
变现、精准执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切实提升了
执行威慑力。

多措并举破难点
做细发展障碍“除法”

破产审判工作肩负着促进企业优胜劣
汰、推动资源配置的重要职能作用，是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隐患、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手
段。土右旗法院以破解难题为抓手，创新破
产案件审判方式，强化破产案件“府院联动”
统一协调机制，提高破产案件审判效率，缩短
破产案件办理周期，力求达到平衡多方利益、
以“营商”促“多赢”的最佳效果。

2023年8月21日，土右旗法院对内蒙古
某皮革城有限公司作出了终结破产的裁定。
该案债权类型虽相对简单，但债权人数量较
多，考虑到各方当事人均有和解意愿，为最大
程度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土右旗法院通过

“府院联动”、债权人会议等方式，积极引导债
权人与债务人谈判磋商，最终达成《破产和解
协议》，既实现了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又助力
危困企业蝶变重生，服务和保障了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在努力化解破产审判工作中诸多难题
的同时，土右旗法院以“有解思维”为企业发
展破除梗阻障碍，着力构建“亲清”法企关系，
坚持亲而有界、亲而有度、清而有责、清而有
为，聚焦企业发展需求，通过延伸审判职能、
加强法企良性沟通，为辖区企业提供优质精
准的司法服务。

为全力打通司法服务企业发展的“最
后一公里”，过去一年，土右旗法院在辖区
大型企业设立“驻企法官工作站”，选派具
有十年以上民商事审执经验、业务过硬的
骨干法官入驻，定期宣讲释法解惑、调解指
导涉企纠纷、梳理排查潜在风险，努力提升
企业及员工的法治意识和风险意识，力争
降低诉讼成本，减轻企业经济负担，为企业
搭建起更坚实的司法后盾；与此同时，搭建
法院与企业沟通交流平台，健全院庭长结
对帮扶重点企业机制，通过实地调研包联
企业、举办优商恳谈会、法院开放日等活
动，邀请企业家走进法院、座谈交流、征求
意见，明晰企业法律需求，提出可行司法建
议，针对性提供法律服务百余次，助力企业
健康有序发展。

下一步，土右旗法院将立足县域发展大
局，进一步做优做强“营商热土 法治更优
（右）”工作品牌，以良法善治让司法预期“稳”
起来、市场主体“活”起来、市场环境“优”起
来，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为打造一流法治化营
商环境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