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日上午 10 时半，一场“争口气”的官司开
庭。案件当事人因“意气用事”发生肢体冲突，原
告被打住院，连同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花费近
2 万元，要求被告赔偿。被告表示，自己打人已
经受到治安处罚，而且住院费用包含与此次被
打无关的治疗费用，赔偿费用不合理。双方僵
持不下。法官陶志胜表示：“曾组织过双方进行
调解，原告表示少一分钱都不行，这其实就是被
打气不顺，这口气要争回来。基层法院处理的多
是这样的‘小’但是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案子。”

“现在因为案件数量比较多，来了案子先由调
解组织介入化解矛盾，调解不了的案子由速裁团
队过一遍，把简单的案子快速处理结案，剩下的不
好办的案子便来到精审法官团队这里。”陶志胜
表示，调解贯穿办案始终，从送达环节开始，法院
工作人员就开始摸排当事人调解意向，诉前调、诉
中调，法庭辩论结束后、判决前还有调解环节，而
且调解成功后法官尽量促成当庭履行，减少进入
执行程序的案件。

听陶志胜说的办案流程很简单，但是工作量
并不小。“法官加班是常态。夏庄法庭从 2019 年
下半年开始加班，周六不休息，一直到现在。”索
杰说道。

加班都做什么呢？“法官和法官助理写判决
书，书记员负责整理案卷和判决送达、文书上网
等后续工作。基层法院民事案件多，会遇到各种
突发情况，比如开庭送传票，当事人一看是法院
工作人员‘下意识’就会躲，书记员则想法设法要
完成送达。”陶志胜向记者讲述办案团队与老百
姓打交道的故事。“我们办理案件，既是在执行法
律，也是在维护老百姓的权益，更是在提高大家
的法律素养，让百姓更直观地了解法律、学习法
律、运用法律解决问题。”陶志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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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基层治理
这个法庭一年审结2700余件案子
记者走进城阳区人民法院夏庄人民法庭 探访一线司法故事

城阳法院夏庄法庭庭长索杰。

陶志胜正在审理案件。

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国
家审判机关，分为最高人民
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
专门人民法院。地方各级
人民法院分为高级人民法
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
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根
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
在乡镇（街道）设立人民法
庭。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
院最基层的单位，处于化解
矛盾纠纷、推进社会治理的
第一线。近日，记者走进城
阳区人民法院夏庄人民法
庭，探访派出法庭化解老百
姓矛盾纠纷、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的司法故事。

派出法庭作为司法审判的前沿，能够提供专
业的法律服务和咨询，帮助提升依法治理基层社
会的水平。同时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其出具的法
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满足群众的司法需求，有
效促进矛盾纠纷的化解，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促进
社会稳定和谐。

城阳法院夏庄法庭有 5 名员额法官带领 5 个
办案团队，每个团队每年要结案550余起。庭长索
杰承担行政工作，每年也要结案500余起。“基层法
庭直接联系老百姓，服务辖区地方政府和居民，作
为法治智囊团参加街道会议，为政府决策提供法
律意见。同时还是老百姓说理的地方，承担着化
解纠纷的基层治理职能。”索杰说道。

夏庄法庭辖区有四个街道、150 个社区（村），
法庭在辖区建立了 21个社区法官工作室，法官工
作室与社区调解员工作室和法律顾问工作室三室
合一。调解员摸排社区纠纷，向法官咨询法律规
定，把调解不了的疑难纠纷报给法官，再由法官上
门联合调解，调解成功后当场进行司法确认，如果
确实无法调解，法官会指导当事人立案。“2023 年
夏庄法庭法官到社区参与调解纠纷 90多次，服务
旧村改造、化解家庭矛盾等。”索杰表示。

巡回审判是夏庄法庭大力推行的审判方式。
“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比如老人年纪大了来不了法
庭，但是纠纷还得解决，法官便拿着国徽、法槌到当
事人家中，或者来到争议现场，既方便当事人，又让
他们感到司法的正义和温度。”索杰告诉记者，去
年巡回审判工作室来到城阳某社区，当时旧村改造
因分家析产纠纷有15户居民不签约，经过巡回审判
工作室法官的耐心释法直接促成13户签约。

巡回审判回应基层老百姓的法治需求，法官
来到百姓身边，用最直观的方式传递法治精神。

“我们把法律送到老百姓身边，降低打官司对家庭
人员关系的影响，避免矛盾升级、对簿公堂的双输
局面。而且巡回审判走进社区，街坊邻里都看在
眼里，当事人为了名声也会有所顾忌，审判效果更
好。”索杰说道。

法庭调解结案率达3成 派出法庭参与基层治理

民事案件多，法官加班是常态

“你们冷静，毕竟是亲兄弟，还有谈的余地。上
次开庭，我特意分别和你们谈过了，千万不要按照
自己的想法来，我讲的都是法律规定，要是能听进
去肯定对你们有利。想办法让长辈亲戚给老二递
个话，从中说和说和，也缓解一下对抗情绪。”夏庄
法庭庭长索杰说。

“索法官，庭也开了，我们确实也不想再在官
司上耗费精力了，我们让出一套房子来，老人的遗
产从此分割完毕，我们和老二不再有瓜葛。”当事
人说道。

早晨 8 时半，在城阳法院夏庄法庭调解室，索
杰正在调解一起遗产纠纷。老人去世前，留下口头
遗嘱，两套房子给老大，存款给老二。老二不认这
份口头遗嘱，打官司要求平分遗产。索杰拿到老大
给出的分配方案后，连忙打电话联系到老二，然而
老二却并不满意，执意要求平分。

“听老大说了这套房子的位置，无论自住、出租
还是出售都不错。我始终不相信亲兄弟之间有什
么矛盾调解不了？如果不继续调解了，根据法律规
定给你们判份额，自己比较一下哪个好？”索杰电话
里向老二说道。

在记者看来，索杰调解风格硬朗，这或许与他
十几年的刑事审判工作经历有关。“调解以法理为
主，情理为辅。民事案件说到底就是钱的问题，法
律规定要讲清楚，在此基础上情理法结合，能调尽
调，减少判决。如果判的话，肯定会有一个败诉方，
这并不利于实质性化解矛盾。而且，法官要有判
断，要让当事人跟着法官的节奏走，关键时刻法官
要能拿出差不多的方案，促成双方接纳。”索杰告诉
记者，一起案子多的需调解五、六次，夏庄法庭调解
结案率目前能达到3成左右。

“派出法庭长期驻扎在基层一线，与老百姓生
活紧密相连，能及时感受百姓司法需求并做出回应，
法庭介入各类纠纷，通过调解、说服等方式，防止矛
盾激化。”索杰说，每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或者几个
家庭的权益，派出法庭从源头化解矛盾，既减轻老百
姓诉累，又让大家感受到法治的公平正义。

本报7月1日讯 近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司法局签署了《关于建立多元解纷诉调对接工作
机制的框架协议》，凝聚共识、商解难题，推动府院
联动协作更加顺畅高效，共同推进更高水平的法治
青岛建设。

近年来，青岛中院和市司法局在行政应诉、法治
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多方面同向发力，密切协作，

府院联动工作机制逐步健全，多元解纷工作取得了
务实成效，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多元解纷诉调
对接机制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统筹解纷资源，推动矛
盾纠纷就地实质化解，能解“法结”，更善解“心结”。
该机制将有效提升全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法治化
水平，让群众以更低成本、更好效果解决问题。

多元解纷诉调对接机制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坚持“抓前端、治未病”，积极主动融入社会治
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机制把非诉讼
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府院联动共同推动形成以
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
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共同绘就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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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延伸 强化府院联动 助力多元解纷
我市搭建起多元解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