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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问车次求帮助
找“老马”呀

8月16日，杭州铁路公安处湖州站

派出所举行“高铁老马警务队”启动仪

式。今后，如果旅客想问车次、查时刻，可

以找志愿者；碰上物品丢失、身体不适，也

可找志愿者帮忙。

“高铁老马警务队”由湖州站值勤队

和交通机动队10位民警组成，由全国“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马长林任名誉队长，将

专门开展为旅客服务、群众救助、安全宣

传等工作。启动当日，在“高铁老马警务

队”的组织和带领下，广大志愿者还参与

到重点乘车高峰时段进站引导、秩序维

护、安全宣传和防盗防骗等志愿工作中。

通讯员 吴军 摄 本报记者 王志浩 文

通讯员 陈敏 本报记者 王亚

“儿子，可以看到爸爸吗？我们真的可

以说话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爸，你能听到吗？”

近日，一次特殊的会见在天台的杨大

爷家举行，视频的一端，是躺在病床上的杨

大爷；另一端，是正在监狱服刑的儿子杨

某。望着屏幕上稍显陌生的脸庞，父子俩

一时竟相见两无言。

“这几天，爸爸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杨大爷顿了顿，说道，“你要懂事、要

长大，不能再任性了，爸爸不能再陪你了。

能再看到你，跟你说上话，爸爸已经没有任

何遗憾了……”说完这些话，老人的呼吸声

开始沉重起来。

“爸，对不起，对不起……”任凭眼泪直

流，杨某不断重复着这三个字，用力地表达

着自己的懊悔与难过。

一旁，杨某的哥哥嫂嫂也在默默流泪，

心中却稍感安慰：终于帮爸爸和弟弟圆了

梦，虽然这个梦有些苦涩。

8月6日，杨某的哥哥嫂嫂走进了天台

县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求你们帮帮忙，我

爸爸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他想见见我弟

弟。”

执法大队队长了解到，杨某系天台县

在藉监内罪犯，现于浙江省十里丰监狱服

刑，余刑2年1个月。杨某入狱后，妻子就

跟他离婚了，年迈多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儿

子全靠哥哥嫂嫂照顾，家庭条件艰苦。一

路奔波到监狱探视杨某，对老人来说距离

远，开销也大。2015年，杨大爷被查出患

有重症，4年的医疗费让家庭负担更加沉

重，想要去监狱探视更是难上加难。今年

年初，杨大爷病情加重，愈发惦念小儿子。

无奈的杨某夫妻这才来求助。

当天下午，执法大队队长就把杨某一

家的情况汇报给了天台县司法局。针对这

一特殊情况，司法局一方面立即派人赶往

杨某家探视，安慰老人家，向他介绍远程探

视的好处及流程；另一方面发挥监地对接

的优势，特事特办，安排工作人员联系省十

里丰监狱，积极促成父子会见。

8月15日上午，一次“远在天边，近在

咫尺”的亲情会见如约而至，杨大爷清冷的

房间，也因这一次来之不易的会见，增添了

一份温馨。

“你不要痛心，不要难过，爸爸就算活

到100岁，也有要走的一天，只是现在提

前了。你要好好的……”老人虚弱地说。

“爸，我会好好改造……”杨某泣不成声。

父子俩简短的对话，多次因老人体力不支

而中断。

会见的最后，杨某的儿子也凑到了屏

幕前，“爸爸你要照顾好身体，不用担心我

的学习，我的成绩比以前好。你要争取早

点回家，我很想你！”

“你要调整好心态，不要因为家里的事

影响心情。要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回来，妈

妈等你……”1个小时的视频会见在杨某

妈妈的反复叮嘱中结束。杨某的嫂嫂哽咽

着，对全程拿着手机视频的工作人员说：

“谢谢你们，帮我爸爸完成了心愿，谢谢！”

亲情帮教是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重要

一环，天台县司法局希望借助远程视频会

见，让罪犯感受到亲情的召唤，努力改造，

早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沈羽石 童法 游情天

“39”“25”“9”，平湖市新埭镇星光村

村书记许强自豪地向记者报出了这3个数

字——2017年，星光村在平湖市法院涉诉

纠纷有39起，2018年下降到25起，2019

年上半年只有9起。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把

法院案件数量降下来，星光村的变化是嘉

兴市“无讼村（社区）”创建工作的一个缩

影。近日，记者走进嘉兴探寻“无讼”的秘

诀。嘉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贤龙

告诉记者，“无讼”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完全

没有诉讼，而是第一时间把矛盾纠纷化解

在萌芽、在基层；“无讼”也不是通过“压讼”

来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解讼”化解纠纷。

在“无讼”理念的发源地新埭镇，“万人

成讼率”实现近10年来的首次下降，降幅

达15%。而从嘉兴全市法院上半年收案

情况看，“诉源治理”也取得明显成效，家

事、民间借贷、物业纠纷等六种民事纠纷大

幅下降，占诉前化解案件的71.37%。

有了纠纷到“无讼站”
第一时间回应诉求

1985年出生的许强是星光村村民，毕

业后回到家乡做起大学生村官。那时，他

给村民做调解工作，矛盾双方往往听不进

意见，最后谈崩了便甩下一句“大不了到法

院打官司”。

新埭镇是先贤陆稼书“无讼理念”的发

源地，但新埭的涉诉案件却不少。平湖市

法院曾对辖区内“万人成讼率”做过调查，

新埭镇连续多年以6%的幅度上升。

2017年，嘉兴开始在新埭镇试点实行

“息事无讼”工作机制，在镇一级成立“无讼

工作室”，在村一级设立“无讼站”，并建章

立制，归纳出一套“提、议、调、督、评”无讼

五步工作法。

其中，“提”排在第一位，村民遇到任何

问题要第一时间提上无讼站，“无讼站要第

一时间回应，第一时间解决。如果村级无

讼站不能解决，提交到镇一级再进行调

解。”许强介绍。

无讼站里汇聚了各方力量，无讼调解

员、无讼志愿者、法律顾问、平安书记……

彼时，平湖市法院也开展了“天平行动”，法

官陆民担任星光村无讼站里的平安书记，

负责为调解员把好法律关。

调解员老胡向记者说起前不久化解的

一起鱼塘承包纠纷。村里的老张承包了一

片鱼塘，因当地航道改造工程开工，老张觉

得自己遭受损失，因此拒绝缴纳承包租

金。案子经过审判、执行，老张不情愿地补

齐了租金。但之后，新中标的租户进场，老

张却不肯搬走，新租户小金就把情况反映

到了村无讼站。

无讼站迅速召齐平安书记陆民、村里乡

贤老赵与无讼调解员老胡共同调处此事。

他们从法理到情理与老张好好谈了一番，老

赵甚至愿意自掏腰包补贴老张购买设备的

差额。一听这话，老张更难为情了，和小金商

量好设备转让金，并答应尽快撤离。

从去年到今年7月，星光村无讼站已

达成调解协议、处理信访和各类咨询316

起。许强说，很多纠纷并非一调了事，在问

题解决过程中，村里还会组织“息事无讼”

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对涉及的政策、法

律的试用情况进行监督；对无讼站的工作

进行评议，如果老百姓有意见还可以再次

提出来。

随着一个又一个诉讼隐患的化解，以

和为贵的氛围慢慢从无讼站弥漫开去。

法官“走出去”
调解员“引进来”

每周五下午，桐乡市法院崇福法庭庭

长唐磊都要到当地司法所“坐诊”。今年以

来，该院新设立11个法官工作室，崇福法

庭的法官工作室就设在司法所。

要实现“无讼”，得先从“少讼”入手，尤

其是派出法庭处在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一

线，一旦发现有诉讼的苗头，可提前“源头

灭火”。唐磊说，司法所就是法庭对接矛盾

纠纷的一个窗口。 （下转2版）

“息争止讼”下的“无讼之境”

一次会见 一场别离
重病父亲与服刑儿子在屏幕上“团圆”

全省首家公益诉讼
“快检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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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无本”囤房的买卖，
2人涉案8000多万元
台州“21世纪不动产”总代
涉嫌诈骗、非吸被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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