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与乡贤一起，为当事人讲解和解协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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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见证，感受合力攻坚

7月26日，莲都法院与丽水岩泉街道

联合开展集中执行行动，集合公安、乡镇

等各方资源，组成数个行动小组展开攻

坚。

作为人大代表，我受邀现场见证。我

跟随法官、村干部一家一家走访摸排、督

促履行，切实感受到了基层协同执行的强

大合力。

一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已是耄耋之年，

此前一直非常抗拒法院执行，“我都这么

大年纪了，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次行动中，法官、村干部除了再次

耐心劝导老人，还联系其家人协助工作。

“孙子也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爷

爷欠钱不还，这影响可不好呀！”在各方

劝导下，老人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当

晚，他拄着拐杖来到街道，把筹到的

65000 元钱交给法官。这起多年积案终于

执结。

通过基层协同参与执行，实践履职工

作与基层治理的紧密结合，我亲身体会到

“合力攻坚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而攻坚的

关键在于攻心。

亲身参与，破解执行难题

作为侨联主席，我主动认领涉侨执行

案件，发挥本职工作优势协助法院执行。

一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李某与被执行

人王某都是华侨。经委托涉侨联络员找到

王某后，我在法院调解室里见到了他。

“我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还！”一开始，王某

口气很硬，不愿履行。

我注意到，陪王某同来的还有他一位

朋友，于是转换了突破口，对他的朋友

说：“如果他有能力履行却拒不履行，那

就是拒执，不仅可能被拘留，还可能被判

刑。”

“他不是不想还，只是他这两年经济

情况才好一些，想办法借钱开了家小店，

但到目前还没回本。他是担心，如果把钱

都凑起来还掉，日子又要像以前那样喘不

过气。”朋友说出了王某的难处。

事业要打拼，但不能带着“包袱”上

阵。我说出了自己曾在异国他乡打拼的艰

辛经历，与王某共情，拉近距离。法官也

再次严正告知拒不履行的后果。

终于，王某在亲友的帮助下筹集到了

50 万元，案件得以执结。“谢谢你们，现

在事情了了，我心里这颗大石头也落地

了，以后可以抬起头，堂堂正正地做生意

了！”王某对我们说。

“既要主动出击，也要耐心倾听”，

这件事后，我在笔记本里写下，“将群众

的难事当成自己的‘家事’来办，以心换

心，执行工作再难也有破解的方法。”

凝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

上世纪 90 年代，我曾赴意大利经

商，十几年的侨居经历让我结识了许多海

内外志同道合的朋友。执行攻坚行动中，

莲都法院发布侨胞侨眷告知书，我第一时

间在微信群里呼吁大家提供线索，为涉侨

案件执行攻坚贡献力量，侨胞们纷纷响

应。

“这个人我好像见过⋯⋯”“我有线

索，可以去哪里举报？”

通过信息共享机制，法院收集到来自

侨胞侨眷的预警信息 34 条、财产线索 27

条，促成自动履行4900万余元。

同时，莲都法院还设立涉侨案件执行

专窗，为侨胞侨眷案件化解提供“绿色通

道”，及时推动案结事了。

在丽水市执行终本案件出清专项行动

中，包括我们侨胞在内的社会各界凝聚共

识、贡献力量，共同营造“诚信履行、惩

戒失信”的良好氛围。

“切实解决执行难”是得民心的，我

相信，这场执行破难的“人民战争”，必

将取得更多胜利果实。

“执行，就是做人心的工作”
丽水市莲都区侨联主席陈海华参与执行攻坚工作手记

执行攻坚行动中，村干部协助法官查人找物

法官电话联系网格员了解被执行人动向

陈海华走门串户了解情况

当事人在法官、村干部的见证下签署和解协议

口述：陈海华 记录整理：通讯员 吴尹 龚祎琳

今年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开展执行攻坚行动，我多次参与其中。我跟随执行干警走村入户，接触当事人，了解背后故事⋯⋯在这过程

中，我越来越发现，“执行，就是做人心的工作”。

“大部分被执行人都比我年轻，要去打拼。人生的路很长，暂时陷入困境时，要坚信自己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和能力。”对执行工作有了更

多认识后，我对全国十大守信人物、92岁的“诚信奶奶”陈金英说的这几句话感触更深。“无债一身轻”，我希望所有被执行人都能主动配合执

行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