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0242024..1111..2020 星期三星期三 ❘❘ 首席编辑首席编辑：：罗丹琳罗丹琳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新闻新闻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5310013

通讯员 陈晓欢 张超 金华政法融媒体中心 项雅琦

本报讯 最近，义乌某酒业公司受益于“输氧玻璃

罩”机制，慢慢“回血”，又活过来了。

此前，该酒业公司在裁决书下达后未履行欠款

900余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的义务，债权人向法院申

请执行，请求以公司资产偿还债务。义乌市人民法院

立案执行后，第一时间对案情进行研判，了解到该酒业

品牌是义乌市知名品牌，被商务部授予“中华老字号”，

拥有多个国家级、省级非遗荣誉。承办法官通过走访

企业、府院联合研判后，认定该企业经营发展势头良

好，核心产品产量充足，只是变现需要时间，暂时不具

备一次性全额还款的能力。

如何既保护企业稳定运营又保障债权人合法权

益，义乌市人民法院按照“输氧玻璃罩”工作机制拟定

了执行和解优先的执行方案。通过移动微法院，承办

人在线向身处异地的申请执行人反馈了初步的调查结

果和企业经营状况。同时，承办人与被执行人继续沟

通，要求对方尽最大可能积极履行。经过多次沟通协

调，申请执行人充分了解了企业状况和一次性还款的

难处，意识到企业生产经营受限反而更难实现自己的

权益，同意暂缓采取执行措施，给该酒业公司一个机

会，在其最大能力限度内分期履行。

为解决眼前困局，承办法官提供了以“酒”抵债的

履行思路，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认同。根据和解方案，

该酒业公司于签署和解协议当天履行了20万元，剩余

款项通过分期履行现金债务和以酒抵偿债务的方式履

行。和解协议签署后，承办人多次回访双方当事人，跟

踪履行状况并敦促被执行人按协议履行。该酒业公司

得以继续投入生产，经营状况逐渐好转。目前，该案已

按约履行100余万元，有望提前全额还款。

近年来，在金华市政府、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

推动下，执行“输氧玻璃罩”机制改革已形成体系并在

全市域有序运行，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充分发

挥出执行职能和优势。

执行“输氧玻璃罩”机制，是指金华府院协同构建

的民事执行助企“纾困+监管”体系，对诚信且具有“挽

救价值”的被执行企业，分类实施信用修复、资产解封、

融资转贷等善意文明执行措施“输氧”，推动企业债务

纠纷“一揽子”和解的同时，构建“玻璃罩”监管闭环体

系严防逃废债风险。

据统计，截至10月底，金华各地区落实机制14

件，府院联审准入被执行企业20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25家；实施执行松绑“输氧”措施443次，213件案

件达成执行和解并在“玻璃罩”多重监管中兑现债权

12.18亿余元；136家企业脱困实现创收，其中13家为

纳税优胜企业。该创新机制入选浙江省委改革办牵头

组织的2024年度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最佳实践案例”。

“输氧玻璃罩”
助企“纾困+监管”

本报记者 许金妮 陈立波
通讯员 周浩然 陈戚波

海上矛盾纠纷调解“专科医院”

是什么样的？

沿着位于舟山市普陀区的沈家

门港口一路往前，穿过一条弥漫着淡

淡海腥味的马路，舟山海洋渔业大楼

矗立眼前，全国首个沿海县（区）级实

体化海上融治理中心——舟山市普

陀区海上融治理中心便在其中。这

里被誉为“专科医院”，海上矛盾纠纷

调解的专业“药方”就藏在里面。

作为全国最大的渔港和海水产

品集散地，舟山市普陀区在海洋经济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海上作业

的不确定性以及渔民流动的复杂性，

每年因船只碰撞、风灾浪损等原因造

成的财产损失、劳资纠纷、商渔纠纷

不在少数。涉海纠纷往往突发性强、

定损难度大，“专科医院”如何精准

把脉，实现标本兼治、源头化解？近

日，记者团前去普陀区海上融治理中

心一探究竟。

打造“治理中枢”
推动多元共治

拥有众多海岛的普陀区，发展优

势在海、潜力在海，治理难度也在海。

普陀区海上融治理中心工作人

员告诉采访团记者，海上矛盾纠纷有

着“动态管理难、发现处置难、源头预

防难、调处化解难”等难题，“针对这

些问题，2023年12月，我们通过整合

海上治理部门资源、社会力量，建立

起集多元化解、诉讼服务、信息指挥

于一体的海上融治理中心。”

中心由普陀区委政法委牵头，联

合宁波海事法院、普陀区海洋经济发

展局和普陀区社会治理中心共同打

造，下设海上服务中心、法治服务中

心和数智管控中心，并设有审判庭、

仲裁厅、调解室等专业海上纠纷调解

空间。除此之外，还引入了海运、修

造船、远洋、油品等涉海行业协会，建

立纠纷联调、安全联防、抢险互助等

工作机制。

当天，记者团在融治理中心参观

时，恰逢中心调解员在调解一起渔民

和渔业公司的薪资纠纷。有着35年

处理民商事纠纷丰富工作经验的普

陀法院退休老庭长俞辉针对双方核

心矛盾进行调解，宁波海事法院自贸

区海事法庭副庭长姚妮娜也在调解

现场进行专业指导。

“该案件事实清楚明了，证件清

晰明确，中心将该案件转入诉前调解

程序，可以大大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时

间成本。”姚妮娜说，近一年来，宁波

海事法院自贸区海事法庭将涉渔涉

海案件委托给融治理中心进行调解，

法庭派驻法官进行指导，“以往办理

涉海涉渔案件，海上事实认定、责任

划分以及找寻相关当事人都存在一

定难度。有了海上融治理中心后，我

们能够协同涉海行政单位以及行业

协会等社会力量，不仅提高了工作效

率，更是能快速化解海上矛盾纠纷。”

据统计，普陀区海上融治理中心

启用以来，累计化解各类涉海企业矛

盾纠纷299起，涉案金额超亿元。

加强数字支撑
“智”解海上矛盾

在海上矛盾纠纷调解中，普陀区

是如何破解海岛多、航道多、海况复

杂等地域难题的？采访团同样在融

治理中心找到了答案。

在海洋渔业大楼的17楼，中心

工作人员正演示着“智治海安”“智控

港区”“航运智控在线”等应用，海量

数据与监控画面展现于数控屏上。

相关负责人告诉采访团记者，破解客

观地域难题的一大有效手段，就是通

过数据治海。

“渔民兄弟们若在海上有了矛

盾，可以通过‘浙里解纷码’‘海上枫

桥’‘浙里矛调’等线上应用在线申请

求助、提交材料。”工作人员介绍。

“通过数字化手段，除了可以及

时化解矛盾纠纷外，还帮助我们提前

排查风险隐患。”说话间，中心工作人

员打开“浙里办”APP，手指点点，向

采访团记者展现了心理测评功能、海

上用工标准化合同、船员法务服务相

关联系渠道等应用模块。“这些应用

模块为海上矛盾纠纷全周期管理提

供有效数字支撑。”

借助数字化手段，今年5月 22

日，宁波海事法院“海上共享法庭”也

正式在融治理中心挂牌成立。据了

解，该共享法庭利用先进的卫星网络

技术，实现东南太平洋综合保障船

“浙普远98”与宁波海事法院、普陀

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及普陀区海上

融治理中心等多个纠纷解决终端的

实时连接，搭建起一个集网上立案、

指导调解、在线诉讼、普法宣传和基

层治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国内外

海陆联动的远程纠纷解决平台，为在

东南太平洋等海域作业的中外当事

人提供即时的法律服务，保障远洋渔

业纠纷就近就快解决。

“未来，融治理中心将继续深化

数字化调解手段的应用，发挥多元化

解力量，将矛盾纠纷快速妥善化解在

前端，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提供极具海岛城市辨识度‘普陀

解法’。”普陀区海上融治理中心主任

袁晓女说。

近日，安吉县赋石水

库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秋季

大捕捞，工人们有序作

业，鱼儿欢腾跳跃，一派

丰收的喜庆景象。安吉公

安孝丰派出所生态警长来

到捕捞现场，为丰收护

航。

通讯员 王英慧 摄

海上矛盾纠纷调解“专科医院”是什么样的？

生态警长
“坐镇”捕捞现场

记者团旁观普陀区海上融治理中心工作人员给渔民做出海前救生培训

（上接1版）

“没想到，1个小时就把事情解决了，专业的就是

不一样，真的非常感谢！”近日，在吴兴区社会治理中心

“老宋谈心室”内，当事人兰利平向调解员宋玉健连连

道谢。

近年来，吴兴区创新多元融合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模式，各类矛盾化解专业人士被请进了中心，打造

了“吴美丽工作室”“老兵驿站”等特色调解品牌。吴美

丽原来是织里司法所所长，退休后，她组建了“吴美丽

工作室”，把“走千家万户、讲千言万语、吃千辛万苦、出

千方百计”作为工作指南，将自己多年来的调解经验传

给后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调解员。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不断挖掘吸收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投身‘在湖州看

见美丽中国’实干争先主题实践，用基层社会治理这根

‘绣花针’，穿起纷繁杂乱的‘千条线’，构建完善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吴兴区相关

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