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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凌宇磊

凌晨2点，历经17个小时的调解，

在停工1年多后，面临危机的某楼盘项

目终于迎来复工的曙光，开发商松了口

气的同时，800余户购房者也吃下了“定

心丸”。这是宁波江北法院日前成功调

解的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项目无奈停工
双方对簿公堂

2019年11月，宁波某置业公司（以

下简称“置业公司”）与某建设公司（以

下简称“建设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

定由建设公司承建某房地产项目。合

同签订之初，双方按照合同约定有序推

进项目建设。

然而，疫情给项目的建设工期造成

了严重影响，同时，钢筋水泥等建材价

格及人工费用的猛涨，也给项目推进带来很多不利因素。

置业公司与建设公司因各种纠纷无法自行调和。2021年

5月，项目正式停工。

停工后，在住建局、街道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下，置业公

司与建设公司多次协商，但无果。

今年2月，置业公司向江北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

与建设公司的施工合同，并要求建设公司支付违约金。

业主苦等交房
调解困难重重

“案子什么时候判？楼盘什么时候复工？能按照购房

合同约定的时间拿到房子吗？”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方晓亭接到了很多购房者打来

的电话。此案不仅是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更涉及800余

户购房者的利益。

考虑到案件涉及民生，承办法官希望通过调解化解矛

盾，推动项目复工复产。

一方面，法官联合住建局、街道等部门，安抚800多户

购房者的情绪；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原、被告的调解工作。

不巧的是，被告建设公司是外省公司，相关负责人受疫情

影响无法及时返回。于是，借助“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法

官先后进行了4次在线调解。

待疫情好转，承办法官又联合住建局、街道，组织当事

双方进行了多次高强度的面对面协调，终于促使双方达成

了一份有实质性进展的协调纪要，随后又趁热打铁，督促

当事双方按照协调纪要细化方案。

法官不懈调解
案件终迎转机

为保证协商过程的全流程、不间断进行，6月11日周

六，承办法官再次联合住建局和街道，召集当事双方进

行面对面的协商。这次调解，从早上9点持续到次日凌

晨2点。

期间，当事双方在重点问题上有严重分歧，一度陷入

僵局。“你们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要重合同、守信用，诚信

经营，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亦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承

办法官耐心释法析理，掌握协调进程，终于促使当事双方

达成协商方案并签署了一份包含款项支付、复工节点、完

工期限等详细内容的继续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协议。

现场了解情况项目停工现场

杨梅林里
精准普法

六月杨梅红。连日来，长兴法院联村

法官走访梅农，提供商标使用、网络销售、

用工劳务等方面的法律服务。图为法官现

场调查一起杨梅山林权属纠纷。

通讯员 俞冲 摄

法官上门家访
夫妻破镜重圆

通讯员 龙轩

本报讯 “感谢你们帮忙调解家庭纷争，经

过多次调解和心理老师的疏导，我们已经和

好。我要撤销离婚诉讼请求。”近日，原告小叶

（化名）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向温州市龙

湾区法院发来了撤销诉讼申请并表达了谢意。

这背后，是龙湾法院长效推进的家事审判改革

工作机制，家事法官提前介入，与家事调解员一

起上门家访，挽救了这个差点破裂的小家庭。

这是一起由婆媳冲突引发的离婚纠纷案

件。妻子小叶和丈夫小张（化名）是一对年轻

夫妻，于2021年 5月 20日登记结婚。婚后，

小夫妻从外省老家搬至温州并与婆婆共同生

活。同年，小叶生下女儿。女儿出生4个月

后，小夫妻因婆媳问题及其他家庭琐事经常发

生争吵，小叶多次离家出走。之后，小叶向法

院起诉离婚。

经立案庭工作人员引导，案件很快进入诉

前调解阶段，家事调解员多次通过线上线下与

当事双方沟通调解，家事法官提前介入指导调

解，后当事双方就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

达成一致意见，并向法院申请出具调解书。法

院受理后，小叶突然情绪崩溃，不同意调解协议

内容，并要求与家事法官通电话。电话中，小叶

诉说起与小张恋爱时的美好，但婚后无法处理

好和婆婆之间关系，婆媳矛盾逐渐升级，无奈才

选择起诉离婚。法官感受到小叶心中对离婚的

迟疑，为避免当事人冲动离婚、保障儿童身心健

康成长，决定和家事调解员一起上门家访。

法官和调解员上门与小张及张母长谈后，

两人都反思了自身的问题，均表示：“希望不要

离婚，年幼的女儿需要父母的疼爱。”发现小叶

可能有产后抑郁的倾向，法官联系了专业的心

理老师，为夫妻二人同时进行心理疏导和家庭

关系处理指导。最终，小夫妻放下心结，决定理

性处理婆媳问题和夫妻矛盾，破镜重圆。

通讯员 钱聪 楼溟霞 本报记者 余春红

本报讯 湖州市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研究中心揭牌暨

联盟成立仪式日前在湖州师范学院举行。该中心由湖州市

检察院、公安局、法院、团市委、关工委等单位及在湖高校共

同成立，将对大学生犯罪的新趋势新特点开展研究，特别是

深入探寻犯罪原因、预防对策。

湖州市检察院与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学院、湖州职业技术

学院签订了检校合作协议。这三所高校均在湖州市检察院设

立教学与研究基地；同时，6名检察官受聘成为学校实务导师。

此前，湖州市检察机关走访了教育主管部门和在湖高

校，并召开了大学生犯罪预防专题座谈会，对2012年至

2021年期间湖州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的在湖大学生犯罪情况

进行了专题调研，积极推动大学生犯罪预防研究工作。

湖州成立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研究中心

通讯员 陈圆圆 潘佩静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日前，天台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再一次

来到辖区内村庄回访。田地里一片翠绿，满是清新的草木

气息。回想起上一次来走访时，地里有不少被随意丢弃的

农药瓶、农药袋，检察官很是感慨。

今年2月，天台县检察院接到网格员报料后，公益诉讼

检察官现场调查走访，发现当地农药包装袋、农药瓶、农用

薄膜等随意散落在田间、地头、水渠。“一些农民之所以乱扔

农药垃圾，除了环保意识差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

知道农药用完之后瓶子和塑料袋该如何处置。”天台县检察

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张岳强介绍，通过走访谈话、发放调查问

卷的形式，公益诉讼检察官发现，种植户用完农药后，大多

数都将包装物直接丢弃、焚烧，或者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理；

部分商户未在经营场所设置回收装置、未建立回收台账、也

未告知农户农药包装废弃物需要回收。

天台县检察院随即启动监督程序，向负有监管职责的

县农业农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积极履职，依法督

促县域内农药、农用薄膜经营者、使用者履行农药包装废弃

物的回收处理义务。

县农业农村局随即组织人员清理了检察建议所涉的农

药包装废弃物乱丢弃现场，并加强农药废弃物回收的宣传

培训，同时开展“两路两侧”村庄人居环境“周周查、月月评”

整治提升行动。

检察官督促清理农田农药包装废弃物

停工一年多的在建楼盘迎来复工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