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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急难愁盼”提供暖心服务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持续完善“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本报通讯员●温玉环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以提高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立足点，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地区实际、
汇聚各方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打造以
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为主
体的基层治理平台，持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
调处化解工作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整合资源
构建多元调解平台

新巴尔虎左旗整合综治中心、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非诉讼服务中心等工作机构，统
一建立“新巴尔虎左旗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组织司法行政、综治、信访、人社、民政、国
土、卫健、公安等多个部门入驻中心，设置业
务受理、公证服务、行政复议、法律援助、律
师服务、司法确认等服务窗口。同时，配齐
办公硬件，合理配驻人员，不断完善运行机
制、提升服务效能，努力做到第一时间、第一
地点“一站式”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在此基础上，新巴尔虎左旗推动辖区各
苏木镇挂牌成立了 8 个矛盾纠纷调处分中
心，推动全旗行政单位建立15个行业调解组
织，至此，全旗以“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为基
本框架，构建起复合型、协同化、联动式矛盾
纠纷调处工作格局，实现了接待受理、协同
指挥、分流转办、调处化解、跟踪督办、评估
反馈全链条、闭环式管理。

健全机制
着力提升调解水平

为全面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新巴
尔虎左旗先后出台了《新巴尔虎左旗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机制实施意见》《新巴尔虎左旗
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制度》《新巴尔虎左旗矛
盾纠纷调处中心调解规则（试行）》《新巴尔
虎左旗“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实施方
案》等规范性文件，制定了矛盾纠纷调处工

作流程，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联席会议
制度，完善了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轮驻单位窗
口值守接访来访机制，成立了人民调解专家
库，通过健全完善制度、凝聚各方合力，实现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同时，新巴尔虎左旗针对地域广、专业
人员短缺等实际情况，构建了覆盖旗、苏木
（镇）、嘎查（社区）三级远程调解系统，实现
了旗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与8个苏木镇分中
心远程视频调解，极大地提高了调解质效。

创新思路
打造特色调解品牌

新巴尔虎左旗结合夏季旅游人流大、牧
民夏营地转场需要帮助的实际情况，积极探
索具有牧区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
设立“两伊”路边、“三美夏营地”等多个流动

调解服务室，将调解触角延伸至群众生产生
活一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两伊”路边调
解室。该调解室设立在连接呼伦贝尔市和
兴安盟的交通要道“两伊”公路（即S202）边，
整合属地苏木政府、综治中心、农牧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和辖区“两所一庭”等机构的
精干力量，提供“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服
务。

“两伊”路边调解室建立联动调解工作
机制，相关部门在诉调对接、警调对接、访调
对接等工作方面加强协调配合。调解员在
日常开展走访入户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法
律政策宣讲，并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对发现
的矛盾纠纷线索，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
种手段及时进行化解。

此外，“两伊”路边调解室还积极开展便
民服务，为辖区居民、游客提供地图、雨伞、

医药箱等服务，并通过发放草原防火知识手
册、普法宣传手册等普法资料的方式，积极
开展法治宣传。今年以来，“两伊”路边调解
室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4 次，调解相关矛盾纠
纷案件6件，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了便利、
暖心和贴心。

广泛动员
助力工作提质增效

和谐社会需要共建、共治、共享。为广泛
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新巴
尔虎左旗在资源整合上多做“加法”，在普及
宣传上多做“乘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引导和
发动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工作，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促进了工作提
质增效。今年以来，全旗各级调解组织已累
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457件，涉及金额4284.9
万元。其中，受理化解诉前调解纠纷279件。

该旗设立了“诉讼与非诉讼对接窗口”，
组建了“员额法官+助理+书记员+专业调解
员”调解团队，及时做好调解指导、诉调对
接、司法确认等工作；充分利用“三官一律”、
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行业资源，加强行政
调解、行业专业调解；将退休司法干部、专职
网格员、有威望的社会人士纳入调解队伍，
发挥他们人熟、地熟、业务熟、情况熟的优
势，及时化解邻里纠纷，真正做到矛盾隐患
发现在基层、化解在起始、稳控在当地。

该旗组织各相关部门落实落细“谁执法
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利用好重大活动和重
要节日等时间节点，广泛宣讲宪法、民法典、
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引导群众树
立“依法理性正确表达诉求、运用法律手段
维护合法权益”的维权意识，极大地提高了
牧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的积极性，营造了共创、共建、共享的社会氛
围，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
度。

在经济蓬勃发展、金融市场日趋活跃的
今天，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直呈增长态势。
在司法判例中，法院处理民间借贷纠纷的案
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
中也面临诸多错综复杂的难题。本文致力
于对该类核心难题进行分析，从证据环节到
程序性议题，再到实体问题，逐一进行剖析，
旨在为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一、民间借贷纠纷审判中的证据问题
1.举证责任的分配与转移。法院在审理

民间借贷争议案件时，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其
动态转移尤为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诉讼参与
人需对自己所提的主张负举证责任。具体
到借贷案件中，出借方须向法庭提交能证明
借贷关系确立、借款数额、还款期限及利率
商定等核心事项的必要证据。一旦出借方
不能出示确凿充分的证据，便可能面临诉讼
失利的风险。

2.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认定。随着网络金
融业的兴起，电子证据在处理私人贷款争议
中的作用日渐增强，这一证据类型涵盖了短
信、微信对话、电子邮件及电子资金转账记
录等多种形式。法院在审查和认定这些电
子证据时，必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办理。

例如，在一起借贷争议案件中，王某利
用微信对赵某进行了债务催收，并保留了相
关对话记录作为诉讼证据。赵某对此进行
了反驳，称涉事的微信账户并非其个人持
有。审理过程中，法院需深入审查微信账户
的持有者身份、对话内容是否可信、操作者

是否确为赵某本人等。倘若法院确认这些
微信记录真实可靠并能与王某提供的其他
证据链相吻合，该电子证据极有可能获得法
官认可。

二、民间借贷纠纷审判中的程序问题
1. 管辖权的确定与争议。在处理民间借

款纠纷的法律诉讼中，判定司法管辖地成为
起始的关键环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通常情形下，此类借
款纠纷案件应由被告户籍所在地法院负责审
理。如借贷合同中对司法管辖权已有明确规
定的，须遵照该合同条款执行。然而，现实操
作中，常常会遇到双方就管辖权问题发生争
执的情形，这包括双方各自在不同辖区法院
提起诉讼，或是合同中指定的法院与被告所
在地法院之间出现诉讼提起的分歧。

以实际案例来说：假设甲方位于 A 市，
乙方位于B市，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指定
了 A 市法院为管辖法院。由于乙方未能履
行还款义务，甲方在 A 市法院提起诉讼，同
时乙方也在B市法院采取了相同行动，这便
引发了管辖权的争议。遵循《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此类情况下，案
件应由率先立案的法院接手，或是双方协商
一致后指定法院来承担管辖责任。

2.诉讼时效的适用与中断。民间借贷纠
纷的追诉时效为 3 年。期限内，债权人可起
诉债务人。超期后，债务人可抗辩时效已
过。但若发生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如债
权人请求履行或债务人同意还款，时效将重
新或暂停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
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
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
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设
立此诉讼时效，旨在敦促权利主体及时行使
权利，以保障交易安全及法律关系的稳固
性。若债权人在法定时效期间未能行使权
利，即便借款人确实未还欠款，司法机关亦可
能因时效问题作出不利于债权人的裁决。基
于此，债权人一旦察觉借款人违约，应即刻依
法采取行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和解与调解的适用。在审理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中，和解与调解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成为解决争议的有效途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有权
在法律赋予的限度内自主处置自身的民事及
诉讼权利。和解体现为当事人双方自愿协
商，从而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和解协议。与此
不同，调解则是在法院的主导下，借助调解员
的协助，推动双方达成共识。调解过程可在
诉讼的任何阶段开展，并且一旦调解成功，便
可形成具备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当调解书得
到双方当事人的确认签收，它便具备了与判
决书相同的法律效力，对双方产生了约束。
若调解协议未能被一方履行，另一方有权请
求法院进行强制执行。由此可见，和解与调
解在处理民间借贷纠纷中，能高效地化解争
议，缓解法院审理案件压力，为相关方提供更
为便利的争议解决方式。

三、民间借贷纠纷审判中的实体问题
1.借款合同的履行与违约责任。借款人

与贷款人所订立的借款合同明确了双方在
资金借贷事宜上应承担的各项权利与义务，
关键要素涉及资金额度、利息率、借款期限
以及还款的具体方式。合同一旦生效，借款
方须遵照约定的日期和还款计划，偿还本金
并支付相应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对借款合同给予了定义，即
借款方向贷款方借取资金，至期归还本金及
利息的法律行为。合同中必须对利率进行
清晰规定，如若不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利率的设定
不应违反国家对于利率限制的相关规定。
另外，合同的还款方式也需具体列出，例如
借款方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应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依
法支付逾期利息。倘若贷款方未能履行出
借款项的承诺，亦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债权转让与债务承担。债权人有权将
其对债务人的索债权让渡给另一主体，此行
为被称为债权让与，受到法律的明确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中阐
明，债权人转让权利时必须对债务人进行告
知，并必须遵守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转让完成后，接受债权的第三方便获得
了原债权人的所有权利，并有权向债务人提
出权利主张。相对的，债务承担涉及第三者
承担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负债的，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
务人和第三方可协议由后者承接债务，但此
行为需得到债权人的认可。债务承担分为
两种：免责与并存。前者意味着原债务人完
全脱离负债关系，而后者则是第三人与原债
务人共同担负责任。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浅析民间借贷纠纷审判实务中的若干问题
●红花

““两伊两伊””路边调解室建成使用路边调解室建成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