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0月，李强（化名）与妻子闹矛盾，起

诉到法院要求离婚，但立案人员听出了他话语

中的迟疑和留恋，于是将案件引调到司法所。

司法所请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和李强的一位邻居

大姐一起来给小夫妻俩调解。“小两口偶尔吵吵

架是正常的，别老把离婚挂嘴上”“多体谅老公

工作辛苦”……在两位大姐的劝导下，小夫妻和

好如初。

其实，群众身边的大部分矛盾纠纷都如李

强家闹离婚一样，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海盐

县建立“一强三调五定”工作机制后，一个个大

大小小案子，没有对簿公堂、没有剑拔弩张，有

的是温情、是诚信、是握手言和。

在诉源治理中，纠纷由谁负责、由谁调

处、在哪调处等问题一直是困扰基层的老大

难问题，法院引调出去的案件往往“石沉大

海”，而海盐“一强三调五定”工作机制很好地

解决了这个问题。下一步，海盐县将扎实推

进诉源治理，积极采取措施将司法触角延伸

到基层，力争将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

在前端。

诉源治理，有效又和谐

为更好发挥协调指导职能、进一步推进“无

讼村”创建，海盐县法院全面盘活法官资源，于

今年6月建立联村法官制度，全院35名法官、19

名法官助理以“1+1”的模式与全县117个村（社

区）结对，参与结对村的矛盾纠纷诉前化解，接

受居民法律咨询，为村（社区）干部、网格长、联

户党员调处纠纷和预防矛盾升级提供法律帮

助，因地制宜开展巡回审判，传递无讼理念，主

动融入乡村治理大格局。

“一强三调五定”工作机制运行后，联村法

官按对应的镇（街道）分为7个指导小组，2个派

出法庭指导各自管辖乡镇，由各业务部门负责

人任组长。每月5日，各司法所就有法律需求

的纠纷联系对应镇（街道）联村法官的组长，由

组长根据司法所提出的法律问题及需指导调

解的案件情况，安排员额法官或法官助理进行

业务指导、协助调解。此外，各联村法官小组

还分别与对应的各司法所建立了钉钉工作群，

有关法律问题、案件交流可通过工作群进行及

时沟通。

为更好地将重心下移、端口前移，海盐县法

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在海盐县社会治理综

合服务指挥中心（信访超市）成立当天即入驻，

设立案窗口2个、法庭1个，诉前调解团队和速

裁团队同时入驻，方便开展诉前调解和速裁工

作。同时，组建由“1名员额法官+1名法官助理

（诉调对接员）+1名书记员”组成的3人工作小

组与县司法局共同开展纠纷的引调、分流。9月

28日至11月25日，已有124件案件通过中心

调解成功化解。

联村法官，专业又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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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岚 通讯员 徐文强 徐静芝

“用我所学、尽我所能，去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受援人，我的办案能力

也得到了很大锻炼。”朱斌 2009年初

入职场时，在缺乏案源的彷徨中，开始

接触法律援助案件。去偏远农村、进

建筑工地……风霜雪雨都挡不住他的脚

步。如今，朱斌已是浙江乾衡律师事务

所里一位经验老道的执业律师。执业

10年来，经他处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已有

上百起，每当法援工作需要他投入时间

精力时，他始终像当年那样义无反顾。

受援人被刑事羁押数月，朱斌坚持

作无罪辩护，改变了受援人的一生。那

是2015年，尹某因涉嫌盗窃被刑事羁

押，但他拒不认罪。朱斌阅卷后发现受

援人口供混乱，心生疑惑，“会面时我察

觉他精神异常，但控方认为他在装疯卖

傻。案件证据也只有被害人陈述，过于

片面。”经过充分调查取证，朱斌决定进

行无罪辩护，并当庭提出了对受援人进

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最终，公诉人以

案件存疑撤回起诉，受援人被当庭释放

并送入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法律援助过程中，朱斌也面临过诱

惑。在办理一起工伤案件时，工程承建

方曾许以好处，希望朱斌帮他们将更多

的责任转嫁到房东身上。对此，朱斌严

词拒绝。“受援人的生活本就不富裕，伤

残更让他们一家举步维艰。被告都有责

任，这一点不能让步。”最终，法院判定各

责任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拿到赔偿款

后，受援人紧紧握住朱斌的手说：“您是

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2016年，华侨蒋某想回杭州买房，

因无法办理按揭，便与国内一朋友商定

借用其名义共同买房且以朋友的名义办

理按揭。购房过程中，这个朋友因手握

蒋某的代理证明竟私自将房产登记在了

自己名下。蒋某回国后诉至法院，但因

证据不足而败诉。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后，经侨联协助，蒋某以政府指派方式申

请到了法律援助，朱斌成为其代理律

师。在耗费大量精力调查分析后，朱斌

不负所托发现了有力证据，法院予以采

纳，改判房屋归属华侨蒋某。

“西湖区优秀律师”“律协西湖分会

十佳公益律师”“西湖区法律援助先进个

人”……在朱斌眼里，法律援助不仅是律

师的法定义务、社会责任，更是时代使命。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马珍珍 吴丰瑜

本报讯 今年以来，温州市鹿城区

抢抓5G试点城市建设契机，以智慧治

理为引领，在滨瓯景园试点打造全省首

个5G智慧安防小区。试点以来未发生

治安案件，有效监管高空抛物2次、提供

民生服务事项165次。

鹿城区以群众现实需求为出发点，

探索应用“5G”技术，实现“5G+智安”

管控全到位、便民服务全到位，细化

“5G”智安小区建设责任分工，形成了

市、区、街道三级共建格局，确保制度、

措施、人员等各项保障落地。经综合

评估、筛选，滨瓯景园成为第一个试点

小区。

据了解，滨瓯景园是鹿城区典型的

拆迁安置小区，小区基础设施陈旧老化、

各类安全隐患突出。为此，鹿城区引入

5G技术，新建电动车集中充电区、小区

样板警务室和安防体验区，升级改造社

区管控平台和5G消控中心；整合小区

5G巡逻机器人、5G警务AR眼镜、5G

网联无人机、5G智能井盖、5G视频监控

等智能设备与数据无缝对接，集成“智慧

大脑”，构建陆、空两域，光感、烟感、温感

多维度的“智慧细胞”。小区还同步研发

了智能访客、物业、养老等综合应用模

块，实现公共管理和社区服务相融合。

走进滨瓯景园，小区门口、楼道口分

别设置人脸识别门禁，并对车辆进出实

施联网管控。据介绍，警务眼镜运用

AR人像采集技术，同时通过5G高带

宽，进行数据的毫秒级采集、传输和比

对，实现24小时智能预警管控，能瞬

间识别嫌疑人、重点人，从而实现全天

候毫秒级重点人管控。5G技术同时也

应用到小区平安大巡防中。白天空中

5G无人机巡逻，晚上5G安防机器人值

夜班，小区实现了全天候安保巡逻、异常人

员监控、异常高温物体检测、重要点位值

守等。

庭审观摩促规范化

通讯员 刘昊鹏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庭审规范化、提高办案

质效，近日，松阳县法院组织全院审判团队开展庭

审视频观摩活动。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各审判

团队就如何更好地归纳案件争议焦点、提高庭审驾

驭能力、规范庭审活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据了解，松阳县法院将以此次庭审观摩为契

机，着力补齐短板，推动审判程序更加规范，实现

“九升八降”的具体目标，努力推动司法规范化水

平再上新台阶。

司法护航绿水青山

通讯员 季璞钰

本报讯 遂昌县法院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导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在

刑事案件审理中，坚持多元化补偿机制，注重惩

治、教育、预防相结合，今年已审理了3件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判决刑事被告人支付环境

生态修复资金1.29万元；对于有普遍教育意义的

案件，进行实地公开巡回审判，加大环境资源保

护普法效果，今年已开展环资巡回审判5件，取

得了较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入户走访排查纠纷

通讯员 林马富 叶锡坤

本报讯 为提升辖区群众安全感、及时化解

矛盾纠纷，连日来，兰溪市公安局永昌派出所组

织民警深入村居和田间地头走访群众，积极开展

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

今年以来，永昌派出所以“控发案、降警情、保

平安”为目标，采取入户走访、警民恳谈等多种形

式，倾听群众呼声，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同时，

围绕突出违法犯罪和治安热点，开展专项打击和重

点治理行动，全面消除安全隐患，不断提升辖区的

平安指数。

海盐构建诉源治理“大调解”格局
通讯员 彦明

海盐县不断创

新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坚持把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挺在前面，整合各

类解纷资源，鼓励、

引导和规范各种社

会力量参与纠纷化

解，全力构建把前

端社会力量做实做

深、把后端司法力

量做精做细的“社

会调解优先，法院

诉讼断后”的诉源

治理模式，建立“一

强三调五定”纠纷

调处工作机制，构

建诉源治理“大调

解”格局。

为拿回业务往来款，郭某起诉到法院。海

盐县法院的立案工作人员认为案件事实比较清

楚，于是建议诉前化解，并将案件分流到了武原

司法所。调解员随即将当事双方约到了一起，

通过调解，被告同意分3期支付款项。双方向

法院递交了司法确认申请书，很快，郭某就拿到

了民事裁定书，如果对方不按期支付，可以直接

向法院申请执行。通过诉前调解，没花1分钱，

郭某就拿到了具有司法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

前后还不到10天时间。

“一强三调五定”诉前化解机制是海盐探索

诉源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之一。顾名思义，“一

强”即强调解队伍；“三调”即镇村就地调解、法

官指导调解、中心综合调解；“五定”为定时、定

点、定案、定量、定奖。根据这一机制，各村（社

区）、镇（街道）的调解员，按照属地原则，及时将

纠纷“化解在小”；其次，联村法官以镇（街道）为

单位，积极为各镇（街道）提供法律帮助，指导调

解；再次，依托海盐县综合治理服务中心平台，

一站式、一站地将纠纷“化解于诉前”。

海盐县法院立案庭负责人李夏琰介绍，据

统计，这个机制运行1个多月以来，海盐县共引

调案件260件，成功化解130件，化解成功率达

50%。

诉前调解，省钱又快捷

朱斌：倾心援助不负使命

温州鹿城打造全省首个“5G+智安”样板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