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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执在线 法院法院 专刊

以法育人
守护迷途少年归航

判决并不是未成年人审判的最终目
的。小唐是一个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因
为受到“发大财”“赚快钱”等错误金钱观的影
响，伙同其他5人采用偷渡方式进入境外诈
骗园区，开展“引流、养号”等前期电信诈骗工
作。该院未成年人审判团队的王久梁法官一
页一页翻着案卷，时而微微蹙眉、时而低头沉
思，最后写下了“没有一劳永逸的开始，也没
有无法拯救的结束，这次刑罚只是对你当下
行为的评价，并不是对你未来的评判。”为严
格落实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制度和指定辩护
制度，王久梁在公诉机关量刑建议的基础上，
根据犯罪事实、被告人是否缴纳罚金等情况，
对小唐依法作出判决。

一直以来，昆区法院始终把未成年人的
利益放在首位，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充分发挥人
身安全保护令、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等保护
性功能，严格落实判后回访机制、全面履行

“两书”制度，积极探索亲职教育，真正发挥未
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治本功效。

以法为盾
筑牢青春成长防线

近日，昆区法院家事巡回法庭庭长郝小
燕来到福利院，再次见到了小李的 3 个孩
子。不同于初次见面的羞涩，这次3个孩子
脸上都挂着甜甜的笑容。“他们在福利院适应
得很快，生活得也很快乐。”民政局的工作人
员向郝小燕介绍道。郝小燕欣慰地点点头，
思绪被拉回到几个月前。小李是3个孩子的
母亲，因为触犯法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
个月，由于无法确定3个孩子的生父，且孩子
们的外祖母和舅舅也明确表示无力抚养。无
奈之下，3个孩子被民政部门接收。

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健康成长，保障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郝小燕联合检察院、民政局工
作人员，前往看守所与小李进行监护权变更
协商。面对工作人员，小李情绪激动地表示：

“我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去福利院……”说话间
不断擦拭泪水。郝小燕耐心解释：“福利院能
提供专业照护和系统教育，目前孩子外祖母
和舅舅确实不具备抚养条件。他们经济状况
改善或你出狱后，都可以依法申请变更监护
权。”经过郝小燕耐心的沟通疏导，小李最终

同意变更孩子的监护权，并说“我会积极改
造，争取早日接回孩子。”据此，该院依法作出
裁决：撤销小李监护人资格，由民政局担任3
个孩子的监护人。

多年来，昆区法院始终将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作为重点工作，严格贯彻“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原则，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
案件”，主动拓展司法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设立专业心理咨询室，引入心理辅导评估
干预机制、配备专职社工；整合社会资源，
充分发挥社会调查员、人民调解员熟悉基
层情况、善做群众工作的工作优势；联合教
育局、民政局、妇联、团区委等单位建立常
态化协作机制，实现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全方位保障。

以法为烛
照亮少年成长道路

“安检仪和火车站里的一样耶。”“这个
机器很厉害，从网上就能立案。”“原来法官是
这样判案的，真希望我以后也可以当法官。”
沉浸式参观法院的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说道。

法治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

道防线。近年来，昆区法院深化“昆未·启明
星”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品牌建设。自2022年
起，已累计选聘 26 名法治副校长，并专门调
配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法官和法官
助理组成专业团队，通过开展法治进校园、法
院开放日、模拟法庭等活动，将法律知识常态
化融入未成年人教育体系，有效促进法治精
神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与内化。此外，该
院还同步发布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内的
保护未成年人典型案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
白皮书（2023年-2025年）》，着力提升未成年
人遵纪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在法治副校长进校园活动和“法院开放
日”现场，参与者们表达了对法治教育活动的
看法。一位家长感慨道：“这类讲座非常必
要，面对孩子成长中的诸多困惑，我们常常不
知所措，也缺乏专业指导渠道。法官的讲解
让我受益匪浅，也促使我反思如何成为持续
进步的家长。”教师们也表示：“学生们非常喜
爱这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参与度高的法治
宣传活动。感谢法院通过专业化的方式提升
学生法治意识，有力支持了校园法治建设工
作。” （何培阳）

法治护新蕊 少年沐暖阳

“三维三请”解纷模式
守护边境平安稳定

海流图讯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
旗人民法院甘其毛都口岸法庭通过“审判固
本+服务拓面+共建聚力”和“请嘎查干部说
理、请邻里亲友说情、请代表委员调解”的“三
维三请”工作方法，助力打造“无讼嘎查”，维
护边境平安稳定。

该法庭坚持“如我在诉”工作理念，不断
增强服务意识，创新司法为民举措，切实解决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积极与辖区内基层调
解组织、基层嘎查委员会协调配合，切实做到

“小事不出嘎查村、大事不出苏木镇”，并由精
通汉语和蒙古语的法官、辅助人员主动与嘎
查委员会联系，在嘎查内开展法律政策宣讲，
把具有典型性的纠纷搬到草原上进行开庭。
同时，法庭干警不定期地到牧区走访，帮助牧
民检修网围栏和牲畜圈棚，预防因畜牧业基
础设施破损导致牲畜侵害邻里草场引发纠
纷。此外，在辖区建设风力发电场和修筑公
路、铁路时，该法庭主动为相关部门和企业做
出诉讼风险提示，将诉讼服务前置到“事前”，
从源头上避免纠纷的发生。

该法庭积极探索“法庭+N”的基层纠纷
多元化解路径，主动与派出所、司法所联合，
邀请嘎查委员会干部进行政策解读和法律宣
讲，邀请矛盾双方信得过的邻里、亲友从情理
上聊家常，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调
解纠纷，将嘎查村内牧民群众的纠纷全部化
解在诉讼之外。

下一步，该法庭将不断创新实践新时代
“枫桥经验”，积极融入边疆社会治理，聚焦群
众需求导向，践行“公正与效率”原则，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司法
智慧和司法力量。 （贾晓燕）

土右旗打造基层治理土右旗打造基层治理““金钥匙金钥匙””

一起医疗纠纷中，孩子因手术并
发症留下终身残疾，医患双方就赔偿
问题陷入长达 300 余天的僵局。包头
市土右旗创新启动“政协+法院+综
治”联动机制：具有三甲医院临床经验
的政协委员通过解剖图谱直观解析手
术风险点；法官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
处理条例》明确责任划分标准；综治中
心协调卫健部门介入评估。三方协同
发力，仅用28天便促成和解，这不是偶
然的个案，而是土右旗“政协+法院+
综治”专业化调解工作法守护民生的
日常图景。

2022年5月，土右旗政协与土右旗
人民法院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民商事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实施方案》，以
制度创新开启基层治理新探索。同年7
月，全旗首个“政协+法院”纠纷调解室
在萨拉齐镇道北社区挂牌成立，构建
起“协商+司法”的矛盾化解前沿阵
地。自该机制运行以来，累计调解各类
纠 纷 1052 件 ，成 功 调 解 714 件 ，以
67.87% 的调解成功率实现“案结事
了”。

随着实践的深化，该机制不断迭代
升级，该旗创新“政协+法院+综治”调
解五步法，通过整合政协协商民主优

势、法院司法专业力量、基层综合治理
资源，构建起覆盖“收案——调解——
确认——跟踪——优化”全流程的矛
盾化解闭环体系，成为新时代“枫桥经
验”在北疆地区的生动写照。

当传统调解模式面临案多人少、
专业不足、公信力弱等困境时，土右旗
创新推出的“政协+法院+综治”调解
五步法，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基层
社会治理的新局面。该机制深度融合
政协“联系广泛、资政建言”的政治优
势，法院“定分止争、明法析理”的专业
优势，综治“统筹协调、扎根基层”的体
系优势，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协筑台、
法院聚智、综治联动”的矛盾化解新格
局。

“群众的事，件件有回音、事事
有 章 法 。”这 是 土 右 旗 给 百 姓 的 承
诺。“政协+法院+综治”调解五步法，
以标准化流程构建起从纠纷发现到
后续跟踪的全周期服务链条：源头收
案、多元入口。线上依托“人民法院
在 线 服 务 ”“12368 服 务 热 线 ”小 程
序，线下贯通法院立案庭、综治中心
窗口、派出法庭、法官工作站，叠加政
协委员民情收集渠道，让纠纷线索

“应入尽入”；专业组团、定制方案。

按 纠
纷 类 型 组
建“政协乡贤+
法官专家+综治骨
干+行业能手”的跨界
团队，像“拼图”般整合资
源，针对商事、邻里等不同
矛盾纠纷制定“情法融合”调
解预案；多维联调、攻坚破局。
首次调解中，政协讲“和”、法官讲

“法”、综治讲“策”，三方多次实地调
解，以“社会效应+法律后果+实际需
求”三维视角劝解突破僵局；协议落
地、权益护航。成功调解案件签订书
面协议并可申请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
行力，调解失败案件，无缝转入诉讼程
序审理裁判；闭环管理、迭代升级。跟
踪回访督促协议履行，政协、法院、综
治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从案件中提炼
土地纠纷、商事合同、侵权纠纷、婚
姻家事等类型化解纠纷模板，让
机制持续焕发生机。

自调解五步法实施以来，
土右旗矛盾纠纷调解成功
率提升 37%，群众满意
度达 98.6%。
（杨晓茹）

从挂牌成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到联

合区教育局共同举办“法治宣传教育共建基

地揭牌仪式”；从召开涉及未成年人、家事案

件新闻通报会到发布典型案例及《未成年人

案件审判白皮书（2023年-2025年）》；从类案

专审到成立家事巡回法庭……这一项项举

措不仅记录了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少

年法庭司法守护的温暖瞬间，也展示了该院

“审判—帮教—预防”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体系的创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