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版4
责编/雷有君 主任/潘玲

第4期

2025.3. 3131
兴 海 县 人 民 法 院
青海法治报社驻海南记者站 联办苑兴海

青海法治报官网 https://www.qhfzb.com

多方联动多方联动
多元解纷有效率更有质量多元解纷有效率更有质量

在长期的调解实践中，河卡法庭与辖区

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村两委、社区等建立

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将辖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村内有一定威望的老人等聘任为特邀

调解员，逐步构建多元解纷格局、完善基层

治理机制，形成了强大的调解合力。在处理

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纠纷案中，法

官了解到双方当事人系同村村民，为避免影

响邻里关系，立即展开调查核实，并邀请特

邀调解员、村民委员会成员等共同制定调解

方案。通过各方的共同调解，双方当事人最

终握手言和，当庭达成协议。

这样的案例在河卡法庭的办案实践中

时常会有，法庭联动相关部门、组织，引入村

民委员会、人大代表、特邀调解员等参与调

解，有助于更加快速、全面地掌握案件事实

纠纷症结，当事人对调解结果也更加认可。

同时，河卡法庭注重“判后答疑+释法析理+
敦促履行”的模式，促使案件当事人当庭履

行。2022年以来，河卡法庭调解案件中有

140件已履行完毕。

延伸触角延伸触角
打通司法服务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河卡法庭辖区地广人稀、交通极不便

利，群众参与诉讼往往成本过高，为此河卡

法庭主动延伸服务触角，在辖区 10个行政村

和社区设立巡回审判点，发放“法官便民联

系牌”、设置法官工作室，选取典型案例定期

深入辖区行政村和社区开展巡回审判，构建

了以人民法庭为中心，诉讼服务站和法官工

作室为支点的诉讼服务网络，有效打通了法

庭服务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

公里”。

2024年 5月，一起因禁牧区放牧导致奶

牛死亡的侵权纠纷案件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在

河卡镇开庭审理。自受理该案后，法官曾多

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因双方分歧意

见较大，未能达成调解协议。考虑到该类纠

纷在牧区具有普遍性和指导示范意义，法官

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决定巡回审理该

案。“现在开庭……”伴随着清脆的法槌声，

巡回审判正式开庭，受邀前来的人大代表、

牧民群众、机关代表、企业员工等20余人旁听

了案件审理，该案宣判后双方当事人都要求

上诉，后经法官释法说理，双方最终服判息

诉，并于判决生效后全部履行完毕，该案作为

典型案例被相关媒体进行了专题报道。这样

近距离的庭审现场，无疑给旁听的群众上了

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实现了“审理一案、教育

一片”的良好效果。

优化服务优化服务
便民诉讼让群众更加暖心便民诉讼让群众更加暖心

为便于群众参与诉讼，河卡法庭深入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主动利用下班时间组

织当事人开展诉讼服务，以“夜间法庭”

“午间法庭”“周末法庭”的方式逐渐打破

“八小时工作制”，为群众提供“全天候”的

诉讼服务，解决了上班族、务工人员等当

事人群体因时间冲突导致的诉讼难问题。

2024年 9月，原告万某（女）向河卡法庭

提起离婚诉讼，其与被告南某（男）于 2012年
结为夫妻，婚后育有 4个子女，夫妻两人因矛

盾于 2021年开始分居，分居期间双方多次经

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均因财产分配问

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在受理该案调

查掌握相关情况后，考虑到眼下正值农忙时

节，决定组织双方当事人在该村村委会运用

夜间法庭开展调解工作。调解过程中，调解

人员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诉求，从情、理、

法各个方面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理，双方当

事人逐渐明白了彼此的立场和诉求，为保护

4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庭将未成年人

保护提示卡下发给双方当事人，共同寻找解

决方案，最终在法庭干警和村委会人员及特

邀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双方就离婚及财产

分配和孩子抚养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并

在调解人员的见证下当庭履行完毕。为便

于后续房产变更及其他事务办理，当庭给双

方当事人下发离婚证明书。至此，此案得以

解决。

在日常工作中，河卡法庭干警们经常深

入基层，积极开展法官送法“进村社、进校

园、进牧区”活动，将法治宣传、法律咨询等

工作落实到草原深处，以此增强群众的法律

意识和法律素养，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无讼试点无讼试点
让幸福村的幸福底色更足让幸福村的幸福底色更足

河卡法庭积极参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以“无讼村”创建工作为切入点，依托

村社基本单元，重点发挥联村法官、村两委

班子、司法所、派出所及特邀调解员等作用，

把“无诉”理念注入基层社会生活，引导群众

以非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确保“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2022 年，河卡法庭联合河卡镇政府启

动“无讼村”试点创建活动，将河卡镇幸

福村确定为兴海县首个无诉讼示范点，通

过常态化开展诉讼服务联络员培训、“以

案释法入村到户”、定期进村指导调解等

活动，引导农牧民群众自觉投身“无讼村”

试点创建活动中，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

矛盾纠纷的发生。2023 年 9 月，在河卡法

庭法官指导该村成功调处 1 起邻里纠纷

后，幸福村党支部书记说：“起诉不是目

的，解决矛盾才是，幸福村无讼村的创建，

让大家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一些小

的矛盾纠纷能就地在村里调解解决，大家

普遍认可，从动不动打官司到法官工作室

就近调解，没有矛盾纠纷的幸福村也更加

幸福了。”

自“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以来，河卡

法庭的干警们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司法为民

的宗旨，将“枫桥经验”融入到草原司法实

践中，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位群众

的心中，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时代的“枫桥

经验”在草原深处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河卡法庭的别样“枫”景
近年来，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人民法院河卡法庭立足辖区实际，把“抓前端、重调解、聚合力”作为基层治理的

总体思路，聚焦优化提升服务实效，凝聚基层解纷合力，努力推进“枫桥经验”在基层法庭的本土化实践，通过将村级
调解组织纳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聘任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村党支部书记、村警为人民法庭特邀调解员、司
法联络员，逐步形成“1个审判团队+1个代表联络室+1个调解组织+N个工作模式”的基层多元解纷体系，促使大量
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巡回审判法庭巡回审判法庭

多元解纷多元解纷

（（本版文图由兴海县人民法院提供本版文图由兴海县人民法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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