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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游情天

悠悠泖河长，千年古镇新。平湖市新埭镇是全国重

点镇、国家级生态镇，也是“接轨上海第一镇”，是一座宜

居宜业宜游的江南古镇。这座小城古镇之北，流淌着孕

育了陆稼书“无讼”文化的泖水，新埭人民法庭就坐落在

这里。

近年来，新埭法庭深挖平湖先贤陆稼书“无讼”理念，

打造“息事无讼·新埭”品牌，走出了一条“纠纷就地化解”

“公正便民可感”“办案专业高效”的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

路径。

纠纷就地化解
“无讼”治下的司法和谐

有“天下第一清廉”美誉的清代知县陆稼书是新埭人，

其以“无讼”为理想，凡遇纠纷必积极化解、平息纷争、减少

诉讼。近年来，为更好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新埭法庭深入

挖掘陆稼书“无讼”理念，探索“引导分流+办案指导+参与

治理”综合工作模式，联合新埭镇开展“息事无讼·新埭”品

牌创建工作。

去年12月，“无讼”调解员陈家娴联系上了新埭法庭

庭长王宗明，希望法官帮助开展普法工作和调解指导。原

来，村里有对姐妹因老人房屋拆迁、赡养问题等产生纠

纷，双方一时争执不休，调解较为困难。王宗明于是通过

“共享法庭”向双方当事人分析了分家析产、赡养等法律

问题，并指导调解员进行调解。最终，这起纠纷成功化解

在诉前。

抓前端、治未病。在“无讼”创建工作中，法庭干警加

入“法律咨询团”，积极指导人民调解，解答群众咨询，组织

“无讼”调解员、志愿者开展培训、旁听庭审……得益于多

年来有效运行“无讼”工作机制，新埭“万人成讼率”大幅下

降，诉讼增量有效减少，央视《法治深壹度》栏目还对此进

行了专题报道。

公正便民可感
“小案子”里的为民情怀

基层法庭的工作很琐碎，很多案件是些家长里短之

事，但这些事也正是群众最关切的身边事。频繁往村里

跑、时常到工厂去，把纠纷化解在田间地头……这成为了

法庭干警的工作日常。

“房子又不是我的，我为什么要赔钱啊？”因9楼住户

房间漏水，8楼住户一纸诉状将对方诉至新埭法庭。为更

好更快化解纠纷，法庭干警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查看，

并积极开展交流沟通、释法析理。“法官，你说了这么久，我

也理解了，我愿意赔偿，并把漏水的地方修好。”在近1小

时的面对面调解后，被告原本抗拒的情绪缓和下来，双方

当事人也握手言和。

线上调解50余次，促成浙江、安徽两地当事人在线签

订调解协议，为当事人节省近12万元鉴定费；巡回就地调

解，在现场查看林木后，促成25户村民与土地承租人快速

达成调解方案……通过长期的审判实践，新埭法庭摸索

出了“面对面”争与“背靠背”调、特定关系人协助调等一

系列调解方法，在一个个群众身边的“小案”中，践行着

“司法为民”。

办案专业高效
一体化发展中的法治护航

新埭镇与上海市枫泾镇交界，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核心节点，境内拥有全国首个跨省市一体化发展实践区

——张江长三角科技城。依托“张江”品牌，新埭镇旅行箱

包、先进装备、休闲服装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

“多亏了法官来我们工厂现场调解，这下纠纷快速解

决了。”今年6月，平湖一家五金公司厂房内，一场“上门

式”调解正有序进行着。

原来，这家公司受上海某塑料公司委托，开发模具并

生产五金产品；后塑料公司认为产品存在质量瑕疵，导致

自己产生损失，故不同意支付全部货款。

案件受理后，新埭法庭干警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

人，决定开展“上门式”调解，经过现场检验查看与商谈结

算，最终成功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货款支付、质量赔偿、

模具返还”的调解协议，纠纷得到一次性解决。

“上门式”调解、“一揽子”解纷，这正是新埭法庭司法

服务便民利企的一个缩影。通过专业高效化解涉企纠

纷，依法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新埭法庭正持续激

发着“小”法庭的“大”能量，以司法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

保驾护航。

营房建设牵涉财政、国土、乡镇街道等多个部门，无论是立项审批，

还是征地施工，都存在手续繁杂、建设周期长的问题。

为了变“不可能”为“可能”，各地积极拓展工作思路，综合运用新

建、扩建、置换、划拨、租用和整修等多种手段，快速推进交警中队业务

用房建设。杭州交警仅在2018年就通过“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以租代

建”等灵活方式，在市区争取到7处中队用房，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

嘉兴市秀洲区政府将洪合中队业务用房建设纳入嘉兴市西南汽车站工程，

统筹规划、统一设计、同步建设。

如今，全省交警中队的营房面貌“肉眼可见”地有了大变化。

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西湖大队文教中队在寸土寸金的西子湖畔拥有

了面积达2300多平方米的新营房，连健身房、图书室、洗衣房、浴室等

配套设施也一应俱全，还专门配备了一个“心理工作室”，不仅能让民警

舒缓压力、提升工作积极性，还能对反管理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增进警民

和谐。中队数字勤务室也同步进行了升级改造，拥有了更多工位，后台与

杭州城市数据大脑联通，可通过人工智能深度挖掘辖区交通安全形势特

点，帮助民警提前进行针对性整治。

舟山市普陀山素有“海天佛国”的美誉，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900多

万。此前，普陀山交警中队受营房条件限制，违法处理、事故调解、车驾

管等业务分散在三个楼层，办事群众只能沿着狭窄的楼梯跑上跑下。在营

房建设开展后，普陀山公安分局接收了原边防派出所的营房，并调剂了部

分用房给普陀山交警中队，中队办公面积因此增加了三分之一，经过规划

设计后，群众办事在一楼大厅就能搞定。“不仅方便了群众，还特别有利

于留住辅警，整个队伍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提高。”中队长严伦说。

大思路引领大发展，大手笔构建大格局。几年来，业务用房的改善，

也极大推进了警务信息化、执法规范化和队伍正规化建设，交警队伍面貌

焕然一新，凝聚力、战斗力空前高涨。

新埭法庭法官外出调解

为全省交警打造一个个踏实的“港湾”

本报记者 许金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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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泖水畔的法庭“新”故事

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一中队承担着市中心最繁忙的交通管理

工作。在2018年之前的30多年里，数十名民警、辅警一直蜗居在面积只

有246平方米的老旧小楼内，上厕所要排队，发霉、漏水的痕迹随处可

见，业务、办公和备勤相互干扰，女民警也只能在会议室里铺张躺椅休

息。如今，一中队早已搬入“新家”，营房面积增加了6倍，生活设施一

应俱全，民警们搬进两人一间的寝室，辅警们也都有了各自的床铺。

这一改变，还要从2017年浙江省公安厅党委召开的“湖州会议”说起。

受历史遗留问题、财政紧张等因素影响，在“湖州会议”之前，全省

交警中队正规化建设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营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大如

意，营房普遍老旧破小，给民警工作生活和优化社会公共服务带来不利影

响。“湖州会议”召开以来，全省全面推动以营房建设为切入点的交警中

队正规化建设，推动交警基层基础工作转型升级，促进公安交管事业长远

发展。

针对交警中队用房建设相对派出所有所落后的现状，省公安厅联合省

发改委、住建厅、国土厅等部门于2017年联合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公安派出所和交警中队技术业务用房建设的意见》，为全省交警中队业

务用房立项审批、建设资金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撑。

省公安厅交管局在对全省交警中队业务用房进行调查摸底的基础上，

按照适度超前、留有发展空间要求，确定各交警中队业务用房面积，并根

据轻重缓急制订三年建设规划。为确保规划落地，交管局配套实施中队业

务用房建设专项补助，首轮三年行动中每年投入1个亿，共投入3亿元专

项补助经费。

2021年，省公安厅又联合省财政厅下发《关于开展“枫桥式交警中

队”创建工作的通知》，以竞争性项目化为分配导向，从政法奖励性转移

支付资金中每年安排6000万重点支持25-30个“枫桥式交警中队”建

设，力争再通过3年时间全面完成交警中队业务用房建设任务。

全面布局 狠抓交警中队业务用房建设

积极推进 大幅度提高警民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