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5 日，浙江省竹工艺大展在浙江展

览馆开展。本次展览以浙江竹工艺发展脉

络为主线，展出全省各地极具地方特色的竹

工艺作品 200 余件，涵盖竹编、竹雕、竹制

家具等工艺门类，涉及日用器、文房器、茶

器、香器等多种竹工艺类型，全面展示浙江

传统竹工艺领域传承有序、融合创新、繁荣

发展的成果。

林云龙 摄

匠心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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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陈贞妃

官司打赢了，钱却没拿回来，为什么？

有的是执行案件根本找不到人，有的是财

产处置存在困难，还有的是被执行人真的

没钱履行⋯⋯执行案件千差万别，但都承

载了老百姓对胜诉权益兑现的期待。

从2020年开始，浙江法院贯彻最高人

民法院“智慧法院建设”和浙江省委“最多

跑一次”改革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执行“一

件事”综合集成改革，不断健全切实解决执

行难长效机制。四年过去，浙江法院执行

收案量、涉执信访量持续下降，自动履行

率、执行完毕率不断上升，综合治理执行难

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全民协同”

拖欠合同款项拒不履行，公司老板玩

起“躲猫猫”。近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

院执行人员到某公司突击执行却扑了个

空，于是向辖区内钱江世纪城派出所申请

协助布控。不到 5 分钟，被执行人股东田

某便主动现身，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

解。

“虽然近年来信息化水平提高了不少，

但在‘查人找物’上还是有提升空间，被执

行人无法联系，甚至上门也找不到的情况

在执行中并不少见。”萧山法院执行局局长

俞剑锋坦言。在萧山，经区委政法委协调，

萧山法院与公安建立联动事项清单，明确

信息查询、财产查控、布控拘留、局所对接、

拒执打击等五大协作细则。

执行工作从来不是靠法院一家单打独

斗就行，而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

统工程，涉及到多个部门、流程、环节的衔

接，比如了解被执行人情况要去乡镇街道、

村社调查；房子查封拍卖，涉及国土、住建、

国税等部门；查找躲藏的被执行人行踪需

要公安协助⋯⋯

为此，浙江法院以数字化改革为牵

引，加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多方协作，

推动执行联动化、信息化水平再上台阶。

目前，全省已建立建成覆盖不动产、股权、

车辆等主要财产形式的网络查控系统，近

2000 家单位协作事项一网通办，构建了

横向联通相关职能部门的一体化多跨协

同联动机制。同时，全省已有 80 多个县

(市、区)党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进执行

“一件事”改革并印发专门文件，形成“党

委领导、政府支持、人大监督、法院主办、

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

大格局。

如今，执行人员查人找物不再局限于

“登门临柜”——在诸暨，法院协同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等10多个部

门，“一网通办”“一次办结”全部司法拍卖

相关事项；在温州，“警法”联动创新市域

“云执车”模式，实现“一地布控、市域协作、

就地扣押”，处置效率提升 50%以上⋯⋯

2023 年，全省法院执结案件 32.7 万件，平

均执行结案用时同比提速 10.8%，案款发

放平均用时同比提速31%。

向难案“出击”

“老林回来了，人就在村委，你们赶紧

过来！”被执行人突然回村，丽水市缙云县

七里乡党委书记应建军第一时间给缙云县

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打去电话。

老林是七里乡某村村民，10 年前向同

村的老杜借了 13 万元后迟迟没还。法院

查询发现老林名下没有任何财产，行踪也

飘忽不定，这个执行案子一度被放进了缙

云法院的“终本”库里。

2021年，丽水率先打响由党政领导带

头包案、各级党组织层层发动、市县部门高

效联动、干部群众广泛参与的“终本出清”

攻坚战——每隔一段时间，各乡镇书记就

会从法院领办一批执行积案，再分派给各

村社书记具体落实，各村社干部、基层网格

员等群体发挥人熟、地熟、事熟优势，查人

找物、引导履行。

（下转2版）

浙江：

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向纵深发力

本报记者 汪基建 通讯员 郑秋云

“谁家还有南瓜和番薯等蔬菜，赶快拿

来过秤⋯⋯”8 月 4 日早上 7 时许，开化县

杨林镇号岭村的一块平地上，开化佳信配

送的车辆旁，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给已

过磅的村民支付现金。

“今年这茬番薯估计能卖 1 万多元。”

村民毛阿姨开心地说，能在家门口赚钱，还

得感谢两省多地成功化解了边界“壕岭关”

这片山林的纠纷。

以“壕岭关”为界，开化县杨林镇号岭

村与江西省德兴市昄大乡定坑村接壤。十

几年来，两个边界村因接边地带的山林权

属问题一直有所争执。2023 年 9 月，定坑

村姜某某等5名村民一纸诉状将号岭村村

委会告上法庭，要求村委会退还山林。

开化县杨林镇党委政府得知后，以去

年签署的浙皖闽赣四省边际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牵引，立即将

这起纠纷通报给边界联勤联动工作平台。

平台马上启动矛盾纠纷跨界调解。收

到信息后，开化县、德兴市两地的法庭、公

安、司法、林业、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工作

人员就聚集到设在杨林镇镇政府的联勤联

动工作站，分析纠纷成因，商讨调解方法。

随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将纠纷双方召集

到工作站，倾听双方声音，了解争议焦点。

由于准备充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当事

人的文化认同为切入点，引导双方搁置权

属争议，并就这座山如何共同发展特色产

业，以利益共赢推动纠纷互解、区域平安提

出建议。

在情在理的分析，合法合规的说理，双

方听得心服口服。经过多次协调沟通，最

终纠纷双方同意搁置权属争议，共同发展

特色产业。“其实这点林地也不值什么钱，

虽然是两个省，但大家地理相近、语言相

通、习俗相似，我就不再争了⋯⋯”在今年

4 月的一次调解会上，定坑村的一名村民

表示自己会撤回诉讼。不久，其他 4 名村

民也撤诉了。

纠纷能有效化解，离不开上述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的落实。去年 7 月，浙皖闽赣

四省边界市、县(市、区)政法系统负责人等

齐聚开化，坚持“一体化”建设、“一条心”破

难，搭建了一个以共建平安边界为基石，深

化基层治理、完善平安机制、共享智慧成果

的交流合作平台——边界联勤联动工作平

台，并设立了工作站。凡涉及边界的矛盾

纠纷、基层治理等相关问题，平台都会第一

时间受理解决。

没有了纠纷羁绊，号岭、定坑两村放手

发展产业。号岭村聚焦红色文化传承，在

打造“红军果粮”品牌的基础上，积极谋划

红色古隘研学基地项目。该村党支部书记

傅远飞告诉记者，今年村里与开化佳信配

送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共富大棚”，仅

村民在“壕岭关”上种植的南瓜、甜玉米、番

薯、辣椒等高山农产品今年销售额就达 20

万元。此外，红色古隘研学基地项目将于

近日开工，将打造成集户外拓展、亲子游等

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而在山的另一边，定坑村建起了500亩

的生态景观茶园，承包人张永刚信心满满，

“没有了纠纷，高山茶产业未来发展可期”。

“现在我们两村的村民走动更加频繁

了。就说定坑村的生态景观茶园的施肥，

从他们那边爬上茶园得花 1 个多小时，而

从我们号岭村走则方便又快捷。前段时

间，茶园施肥每天用工20多人基本上是号

岭村民，不但为我们村创造了就业机会，也

增进了两村村民的感情。”傅远飞说。

同一座山，省界两村共同打造景观、发

展产业，资源共享互补，过去的“纠纷山”变

成了现在的“共富山”。

过去的“纠纷山”如今成了“共富山”
边界联勤联动工作平台跑出矛盾纠纷化解“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