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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理千家事 温暖万户心
——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乌丹法庭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宋宏颖 通讯员●屠凤阳

乌丹法庭是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法

院设立在旗政府所在地的城区法庭，专门

审理家事案件，法庭辖区有2个街道、18个

社区、9个行政村，常驻人口14.2万余人。

近年来，乌丹法庭积极探索家事审判

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围绕“和”的理念，

突出“柔”的基调，让家事审判带着“温度”

落地，近3年来累计将1000余件家事纠纷

化解在萌芽，实现了以家庭和睦助推社会

和谐。2024年6月，乌丹法庭被最高人民

法院评选为“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促推

婚姻家事纠纷源头化解”典型案例暨第七

批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并在全国推

广。

这个法庭有家的感觉
“这个法庭不一样，有家的感觉！”第一次

步入乌丹法庭的当事人老张发出这样的感
叹。法官又让座、又倒水，“原告”“被告”的称
谓也变成了老张、老陈。

原来老张是来状告同住于乌丹镇某居民
小区的邻居陈某的。2022年秋天，陈某装修
房屋后，没有及时清理通道上的残渣废料，造
成通道高低不平、宽窄不一。老张家的车辆
每次出入都像“路考”一样。为清理通道这事
儿双方前前后后纠缠大半年了，老邻居的关
系也逐渐变了味儿。

为了妥善处理纠纷，防止矛盾激化，法官
接待完老张后，立即动身赶往当事人所在的
社区居委会共同商议解决办法。法官还与社
区工作人员一起来到老陈家里，查看现场情
况，细心询问原因。面对法官的询问，老陈说
出了实情，家里没有带斗的车辆，距离垃圾场
又比较远，装修房子后手头有些紧张，一时无
法雇人清理，所以一直推脱着，也实属无奈之
举。

法官释法明理，引导老陈换位思考。“现
在事实清楚，法庭开庭审理出具判决书很容
易，但是你们两个老邻居可能从此就成陌路
人了。”法官说得语重心长。加之社区工作人
员的引导，老陈羞愧难当。法官和社区人员

“趁热打铁”，把老张也叫到现场，当着两个人
的面把事理说开，老陈当场向老张认错道歉，
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二天一早，法官与社区工作人员找到
当地环卫部门协商，借来了翻斗车。当法官
拿起铁锹铲渣土时，老张、老陈以及左邻右舍
的群众也纷纷上前帮着清理渣土，一起邻里
纠纷就此圆满化解。

一直以来，乌丹法庭始终坚持用柔性司法
理念和“调解优先”原则，认真细致办好每一个
案子，用心用情服务好人民群众，努力做到既
能义正辞严讲清法理，又能感同身受讲透情
理，力促案结事了人和，助力社会和谐稳定。

为未成年人撑起“法治晴空”
针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乌丹法庭的

法官们处处为未成年人着想，制定符合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审理思路，为未成年人提供
更全面的司法保护。

2024 年 1 月，乌丹法庭受理了一起抚养
费纠纷案件，苗某以儿子小东（化名）的名义
起诉前妻，要求其支付小东的抚养费。小东
13周岁，在乌丹某中学就读，苗某起诉时，小
东已辍学离家出走。法官了解情况后，通知
苗某尽快找到小东，届时需要小东出庭。

开庭之前，法官首先组织开展了庭前调
解工作。

“孩子判给了你，我为什么给他抚养
费！”“我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工作不稳定收
入又不高，孩子上学、看病处处得花钱，我也
是实在没办法了才向你讨要孩子的抚养
费。”原告苗某与被告唐某两人在调解中争
吵起来。

面对两人的争吵，法官和蔼地询问孩子
有什么想说的。小东告诉法官，父母离婚后
他随父亲生活，父亲打零工早出晚归，十分
辛苦。母亲再婚后，又生了小弟弟，母亲也
不容易。所以他想早早独立生活，外出打工
给父亲减轻些负担。

一起抚养费纠纷背后隐藏着孩子一段
心酸无助的成长经历。幼小的年纪说出成
人的话语，令人动容。

“夫妻双方离婚之后，孩子归一方抚养，
但是另一方依然有抚养孩子的义务，这是法
定责任。虽然你们双方已经不再是夫妻，但
是依然是孩子的父母，这种亲情是割舍不断
的。”经过法官的释法析理，当事人双方解开
了心中的疙瘩，就孩子抚养费事宜达成了调
解协议。

调解完毕，法官依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相关规定释明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父母
教育子女的法定责任，同时下发了《家庭教
育指导令》，要求苗某切实履行监护职责，保
障小东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唐某、苗某多关
注小东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以便孩
子更加健康的成长。

在法官的积极协调下，小东也重新开启
了美好而温暖的校园生活。

如果说司法是一束阳光，乌丹法庭所做
的就是要让它照亮未成年人前行的路。该法
庭法官分别担任了辖区学校的法治副校长，并
在院党组的领导和支持下制定了《家事审判改
革实施方案》《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操作规程》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细则》。法官们
希望竭尽所能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法治蓝天，让
少年儿童切实感受到司法的力量和温暖。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婚姻是人民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关乎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在处理婚姻纠
纷案件中，充分发挥教育、疏导和定分止争功
能，成为乌丹法庭家事审理的重要内涵。

2023年11月，一对年轻男女小李和小秦
来到乌丹法庭。“法官，我们要结婚！”两人的
这句“开场白”，顿时让法官愣了一下。问清
缘由，法官鼓励两位有情人勇于捍卫爱情，
法庭会全力帮助成全良缘。

原来，小李和小秦经人介绍相识，经过半
年多的接触互生好感，情投意合，决定走向婚
姻殿堂，小李父母也按约定准备了10万元的
彩礼钱。然而就在结婚前夕，小秦母亲却将
彩礼涨到16万元，说这是一路顺彩头好。

李家不是很富裕，除了彩礼钱，办婚礼
也需要花不少钱，再提高彩礼钱，李家就只
能贷款了。双方经过多次沟通均无济于事，
小秦母亲的态度十分坚决。

小李不忍心给年过半百的双亲套上贷
款的“精神枷锁”，小秦也割舍不下小李，她
只能每天以泪洗面。

“咱们乌丹法庭就管婚姻的事”，村委会
调解员的话燃起了两个年轻人的希望，于是
出现了前面两人向法官求助的那一幕。

乌丹法庭的法官和调解员以下乡走访
的名义来到秦家，从唠家常开始，聊起了儿
女婚姻，讲两位年轻人情投意合，讲孩子幸
福才是父母最大心愿，讲高价彩礼让劳燕分
飞的案例，讲婚姻自由的法律要义，最终秦
母幡然醒悟，决定不再执意多要6万元彩礼，
以免造成女儿终身遗憾。

2024年农历正月初八，小李小秦举行了

结婚典礼，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为解开高价彩礼的“精神枷锁”，让村民居

民在自治过程中达成行为规范，乌丹法庭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组社区代表、街道
办事处共同商讨，推动修改村规民约，出台
了《村规民约修定细则》，增加了抵制高额彩
礼等条款，并向社会发出倡议，赢得了一片
赞誉声，节俭文明、喜事新办蔚然成风。

做好法治“播种人”
乌丹法庭始终坚持把家事审判与推进

基层治理结合起来，坚持党建引领，做好法
治“播种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
感。

该法庭主动融入辖区“融合党建”链，围
绕“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目标，联
合派出所、司法所、社委会以及民政、教育、
妇联等组织，成立了“诉前人民调解委员
会”，组建起由 40 余名调解员组成的家事调
解队伍，总结提炼出了“望闻问切”调解法和

“365”工作法，指导基层调解组织、调解队
伍，积极对接家事调解、家事调查、心理疏导
等程序，充分发挥多元解纷机制的作用，努
力实现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和实质化解。
2023年以来，诉前化解家事纠纷230余件，真
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纠纷
就地化解”。

该法庭组建了“蒲公英”普法宣讲小分
队，并招募爱心志愿者80余人，共同开展“三
进两关爱”活动，走村入户发资料，以案释法
搞宣传，办理实事暖民心，倾听民意解纠纷，
让法治“飞入寻常百姓家”，学法懂法、知法
用法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

岁月无言，春秋有痕。乌丹法庭积极
践行“枫桥经验”，打造了新时代家事法庭
品牌，以法断曲直、理通肺腑、情暖内心的
办案理念，巧理千家事，温暖万户心。翁牛
特旗法院先后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先进集体”“全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专
项行动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乌丹法庭庭
长荣获了“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
人”称号。

指导基层调解工作指导基层调解工作。。 给孩子们讲授法治课给孩子们讲授法治课。。

家事法庭家事法庭。。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成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