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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基层“枫”景线 司法为民谱新篇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赵芳

一个基层法庭，该是什么样子？应是老百姓“家门口的法

院”，以司法之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也是服务发展的“前哨”，

以司法之光照亮基层社会治理之路。

根植基层、服务一线。去年以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

院以新时代人民法庭“三个便于”“三个服务”“三个优化”的工作

原则为引领，紧扣“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目标，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以司法之力赋能基层善治，以服务之效护航群众

福祉，奋力书写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的“为民答卷”。

源头治理
最美“枫”范

“各家园子里的果树才刚刚挂果，法官
就送来了《致全旗广大果农果商的一封
信》。今年的信里除了告诉大家怎么找买家
不容易被骗，怎么签收购合同风险小，还加
上了贷款、还款的注意事项。真是越来越贴
心。”5月初，看到土右旗法院美岱召人民法
庭的法官们带着新版的《致全旗广大果农果
商的一封信》，专程来到村里进行普法宣传，
沙图沟村党支部书记董建军高兴地说道。
往年的“一封信”只是提示果农在果蔬买卖、
运输经营等环节的法律风险和矛盾纠纷处
理方式。但去年，不少果农为了维持经营或
扩大规模，向银行或借贷机构贷了款，期间
也发生过一些矛盾纠纷，今年的信里便加上
了有关金融借贷方面的法律知识。

“为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就是要与时
俱进，想在前头，做在前端。”土右旗法院美
岱召人民法庭庭长郝鹏介绍，土默特右旗的
杏、李、果产业一直发展向好，是当地的重要
产业经济之一。为将司法服务延伸至田间
地头，以司法之力护航果品产业振兴，2024
年，美岱召法庭在管辖的村里设立了果农法
律服务站，为果农送上《致全旗广大果农果
商的一封信》，并依托村两委微信群搭建了

“云端枫桥驿站”，由法官、调解员全天候实
时解答果农的法律问题。如果是简易纠纷，
就通过微信群视频连线，组织双方调解；复
杂纠纷则联动政府或相关部门上门化解，通
过“普法+解纷+联动”方式，为果农果商送
上“法治定心丸”。

“抓前端、治未病”是人民法院积极推
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举措。土
右旗法院依托人民法庭这座“堡垒”，持续
将该项工作做实做细，不但果农法律服务
站收效良好，还打造出了包头市首个“无
讼景区”——美岱召景区。据介绍，2023
年 6 月，美岱召人民法庭立足辖区特点，在
美岱召景区设立了“旅游巡回法庭”，在景
区设置解纷二维码，为游客提供法律服
务，化解矛盾纠纷。同时，创新制定了“一
三五”工作机制，凝聚起景区、乡镇、公安、
司法、人民调解员等多方合力，构建了纠
纷预防、排查梳理、联合化解、良性互动的
涉旅游纠纷诉源治理体系。经过多方共
同努力，2024 年 7 月，美岱召景区成为了包
头市首个“无讼景区”。美岱召景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打造“无讼景区”，景区
运行更加规范，游客体验感大大提升，真
正实现了景美、人美、事美。

A

执法办案是人民法庭的第一要务。
土右旗法院全力提升各法庭案件审判质
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紧扣“公正与效率”
主题，各人民法庭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
立和践行正确司法政绩观，强化“如我在
诉”意识，在每一个审判执行环节都把服
判息诉工作做到极致。

在双龙法庭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原
告的丈夫李某在某天中午喝过酒后，于
当晚再次同好友赵某、奇某、贾某聚餐喝
酒。饮酒期间，赵某、奇某、贾某均没有
劝李某喝酒，4人只是喝了一点酒，就结
束了饭局。之后，李某执意自行回家，却
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车
辆，并当场去世。原告认为赵某、奇某、
贾某未尽到注意义务，遂将 3 人告上法
庭。承办法官受理此案后，首先进行了
实地调查走访，查明案件经过，并积极组

织村两委、村中“乡贤”参与调解，但没有
成功。最终，法院判决3名被告给予原告
经济补偿4.5万元。为了不让此事成为原
本交好的几家人的“心结”，法官一方面履
行执前督促职责及判后跟踪履行情况；另
一方面，通过多次与3名被告沟通，法官察
觉到他们对李某的去世心怀歉意，便再次
做3名被告的工作。3名被告愿意再次给
予原告一些经济补偿，从而有效缓和了双
方的关系，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审判体系的‘神
经末梢’，是司法机关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的最前沿，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
的排头兵。这决定了人民法庭所承担的
社会责任不仅仅局限于‘判好案’。”土右
旗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说。

一直以来，土右旗法院各人民法庭
法官积极履职，主动参与辖区普法工
作。今年4月，美岱召法庭与美岱召镇司

法所联合启动了“美岱召镇调解员培训
基地”，为美岱召镇村两级调解员、“法律
明白人”、村委干部等提供“订单式”法律
支持和“靶向性”业务指导，推动调解工
作向规范化、法治化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系统化、专业化培
训，打造一支法律素养高、调解能力强、群
众基础好的调解队伍，更好地服务家乡、
服务百姓。”郝鹏告诉记者，美岱召法庭的
这一做法，受到了双龙法庭和海子法庭的
关注，两位庭长前来“取经”，表示也要带
着法庭的干警们主动作为，发挥职能作
用，挖掘先进工作经验做法，为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贡献力量。

站在新起点，土右旗法院各人民法
庭将续写新时代“枫桥经验”新篇章，为
旗县、乡村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坚
实的法治基础，为人民的安宁与和谐筑
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法治屏障。

积极履职 最实“枫”采C

“家里老人看病急等着用钱。”“孩子上
学的花费还没着落。”“欠了这么久，让他快
把工钱给我们。”5月10日，土默特右旗美岱
召镇综治中心内，工资被拖欠半年之久的5
名农民工，情绪异常激动。

综治中心立即启动“综治中心+法
庭”联调机制，人民法庭、综治中心、司法
所、人民调解员等组成联合调解组，将案
件导入“一站式”调处程序，引导农民工
通过合法途径维权。之后，调解组又采
取“背对背”沟通与“面对面”协商相结合
的方式，组织农民工与包工头张某进行
沟通。最终，张某答应在10日内支付全
部欠薪。为确保协议履行，法庭开辟“绿

色通道”，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同
时告知农民工，若张某未按期支付工资，
可凭调解书直接申请强制执行。通过

“调解+司法确认”的无缝衔接，5份调解
协议全部通过司法审查，为农民工维护
合法权益加上了“双保险”。

人民法庭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中
具有独特的地缘、人缘和专业优势，是推
动旗县、嘎查（村）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土右旗法院通
过“综治中心+法院”“政协+法院”“人
大+法院”机制构建起了多元解纷新格
局。同时，美岱召法庭、海子法庭、双龙
法庭结合各自辖区特点，依托与辖区政

府、司法、工会、妇联、银行等部门建立的
“总对总”矛盾纠纷化解联调机制，以“人
民调解平台”为支点，通过“点对点”矛盾
纠纷联合化解机制，不断提升解纷实
效。如今，多元解纷已经成为土右旗法
院各人民法庭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法
宝”之一。目前，在土右旗辖区内，人民
法庭特邀十余名调解员、4个特邀调解组
织参与调解，服务180个行政村，约20万
人民群众。此外，还积极探索形成了具
有自身特色的“议、谈、调、讲、访”化解婚
姻家事纠纷的“五言”工作法，实现了连
续 5 年辖区高额彩礼纠纷“零出现”，婚
姻家事案件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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