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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聚焦

阿拉善盟：
法治文化润万家

今年以来，阿拉善盟积极践行法治为民服务理念，
聚焦群众在法治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出多项务实
举措。以法治之力守护民生底线、赋能社会治理、护航
经济发展，让法治文化浸润百姓生活，群众的法治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提升。

构建矛盾化解新枢纽
实现纠纷解决“一站式”

阿拉善盟高标准建设了盟、旗（区）、苏木镇（街
道）三级综治中心共 40 个，并将精准导航信息推送至
高德、百度、腾讯地图等平台，方便群众“一键直达”解
决纠纷。公、检、法、司等多部门入驻综治中心，整合法
院诉情、公安警情、信访访情等综合信息，实现群众矛
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打出执行攻坚“组合拳”
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自 5 月中旬起，盟旗两级法院开展了为期三个月
的“2025 驼乡·夏季攻坚”执行专项行动。针对涉民生、
涉企业、涉金融等重点案件，综合运用交叉执行、终本
清仓、执破融合等举措，全力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截至目前，已派出执行干警 75 人，出动警车 21 辆，
依法传唤 23 人，拘传、拘留 2 人，查封房产 32 处，查扣
车辆 1 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2 人，执结案件 120
件，执行到位金额达735.03万元。

织密市场监管“防护网”
营造安全消费环境

阿拉善盟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和强制消费等问题，
对游客投诉较多、导游数量较多、购物场所集中、品牌
知名度较高的 6 家旅行社和旅游购物场所进行重点检
查。同时，广泛征集“黑导”“黑社”、强制消费、不合理
低价游等问题线索，全力打造优质、安全、有序的旅游
消费环境。此外，开展制售假劣肉制品和农村假冒伪
劣食品问题专项整治，以小作坊、小商店、小摊贩、小餐
馆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村牧区集贸市场为重点领
域，严厉查处生产经营“山寨”食品、“三无”食品、过期
食品、假劣肉制品等违法行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
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筑牢生态保护“法治屏障”
守护绿色发展底色

阿拉善盟构建起“盟、旗（区）、苏木（镇）”三级联
动响应体系，依托卫星遥感监测图斑、无人机智能巡查
等科技手段，实现全域图斑“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
的闭环管理，让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无处遁形。针对
全盟住建和生态环境领域的 61 个重点违法存量问题，
创新实施“台账化管理+专班制攻坚”模式，截至目前，
已完成 47 个问题的销号，销号率达 77%。对 13 起已移
交检察机关的案件，建立“日调度、周通报”的动态跟踪
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
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优化涉企服务“生态圈”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阿拉善盟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召开
全盟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工作座谈会，聚焦企业
反映强烈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
事项，并公开征集问题线索。设立行政执法监督企业联
系点，发布选聘涉企行政执法监督员公告，强化执法监
督，加大审查核实力度，着力解决执法不规范、随意执法
等问题，为企业发展营造公平、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

创新法治宣传“新路径”
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借助“文脉之旅·探秘阿拉善”主题活动，阿拉善
盟创新打造“文旅+普法”工作模式，通过沉浸式体验、
趣味游戏、知识问答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创作

“驼小司”普法卡通形象，将民法典、草原法等法律条文
融入敖包文化、骆驼文化、沙漠文化、汽车赛事等文化
节日活动中，让法治文化融入群众生活。同时，充分利
用新媒体平台，推送法治资讯、典型案例等内容，扩大
法治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阿拉善盟委政法委供稿）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乌海法治乌海”系列报道——

“云上法庭”开在群众“家门口”
本报记者●白文飞

打造“一屏一线一终端”
司法服务站

为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推动司法服务向基层延伸，提升
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效能，4 月 27
日，千里山镇政府向海勃湾区法
院发出“联合建立‘线上共享法
庭’”的函，拟在该镇设立“线上
共享法庭”。该法庭依托线上庭
审观摩、远程纠纷调解、法官在线
普法等功能，致力于打造“家门口
的司法服务站”。

千里山镇“线上共享法庭”
以数字化手段为依托，以“一屏一
线一终端”为标准，在实地办公场
所的基础上打造而成。作为“农
区互联网法庭”，其集调解指导、
法庭审理观摩、普法教育等多功
能于一体，旨在打破地域空间限
制，通过“家门口参与庭审”的便
捷模式，为农区居民提供专业、高
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在揭牌仪式上，海勃湾区法
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邢振琴表
示，“线上共享法庭”是千里山镇
与法院在司法便民及智慧法院建
设领域的创新实践。该平台将通
过数字化赋能，实现司法服务从
线下到线上的延伸，让群众通过
电脑、手机屏幕真实感受司法全
过程，推动司法服务“正义提速、
服务升温”。

千里山镇党委书记吕丹在致
辞中指出，“线上共享法庭”的建
成是镇域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通过“家门口参与庭审”的便捷模
式，开创了农区普法教育的新路
径。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与法院
的协作配合，共同推进“线上共享
法庭”的功能拓展与应用推广，持
续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效能。

揭牌仪式后，海勃湾区法院
行政庭庭长赵婧怡结合劳务合同
纠纷典型案例，围绕立案流程、文
书送达、举证责任等诉讼法律知
识，开展了“以案释法”宣讲，向现
场居民直观展示了线上司法服务

高效便捷的优势。

聚焦农区需求
“云端”以案促学

事实上，早在“线上共享法
庭”揭牌之前，千里山镇综治中心
与海勃湾区法院就已经建立了联
动机制，将司法服务的触角延伸
至全镇居民的“家门口”。

“线上共享法庭”聚焦农区
司法服务，联动法官等法律职业
人员，为村（居）民提供专业法律
咨询、法律调解等服务，还可以线
上观摩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纠纷、
民间借贷等案件的审理，让辖区
百姓零距离共享“家门口”的司法
服务。

近日，千里山镇综治中心与
海勃湾区法院精心筛选了与该镇
实际情况紧密相关的房屋租赁争
议典型案例，组织各村（社区）工
作人员及辖区村（居）民，开展了

“线上共享法庭”案件观摩会。通
过屏幕，村（居）民直观感受到了
司法审判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深
刻认识到法律在维护人民群众权
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庭审结束后，现场群众围绕
此次庭审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
采集、法律适用等问题展开了热
烈讨论。有的群众表示要在日常
工作中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应
用；有的则表示如果遇到类似情
况，一定会依法办事。此次庭审
法官杨颖表示，“共享法庭”作为
新时代“数字司法”的创新实践，
不仅扩大了司法服务的半径，而
且通过远程庭审实现了让更多人
知法、懂法、守法，达到了以“案中
人”和“身边事”教育一片的良好
效果。

开辟新途径
让司法服务更便民

“线上共享法庭”案件观摩
活动通过互联网直播的形式，打
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将庭审的

全过程直观地呈现给农村居民，
为农区法治宣传教育开辟了全新
路径。

在 3 月 21 日的一起民间小额
借贷案件庭审中，千里山镇综治
中心联合海勃湾区法院再次组织
了一场“线上共享法庭”案件观摩
会，通过线上直播将法庭庭审直
观地呈现在居民眼前。

此次线上观摩中，法官严格
依照法定程序，引导原、被告有序
陈述观点，依法依规对证据进行
细致审查与质证，深入剖析案件
的矛盾焦点，悉心为当事人释法
说理，并提出合理的调解建议。
经过多轮沟通协商，各方当事人
最终达成一致调解意见，使这起
经济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庭审结束后，工作人员组织
群众实地观摩了千里山镇综治中
心，为群众详细介绍综治中心的
功能职责，并发放法治宣传品，引
导群众依法办事、遇事找法。参
与观摩的居民沈先生表示：“以前
觉得民间借贷就是打个借条的事
儿，现在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法
律问题，以后借钱可得慎重。”

此次观摩活动不仅是综治
中心与法院联合普法的创新实
践，更为居民提供了直观学习法
律知识的机会。通过亲身参与，
居民们深入理解了民间借贷纠
纷的处理流程与相关法律规定，
增强了法律意识，使其在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时更加自信。同时，
也突出展现了司法审判的公开、
公平与公正，增强了群众对法律
的信任。

崇 法 善 治 ，知 行 合 一 。 今
后，千里山镇将把“线上共享法
庭”作为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提升
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载体，依托
信息技术优势，深化与人民法院
的协同联动机制，着力打通司法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人
民群众通过“家门口的法庭”感受
司法温度，见证司法力量。

4 月 29 日，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线上共享法庭”在千里山镇综治中心正

式揭牌。海勃湾区委政法委、海勃湾区人民法院、海勃湾区综治中心、千里山镇相

关负责人以及辖区居民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千里山镇“线上共享法庭”的启动，不仅是海勃湾区委政法委践行司法为民宗

旨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探索。

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白文飞白文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