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7 月 13 日， 临西县人民
法院正式成立巡回法庭。 该法庭在审
判活动向案发现场、田间地头、群众
身边延伸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方便
群众诉讼的司法服务活动，使涉诉群
众切身感受到了司法对民生的关怀。
法庭法官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把
百姓放在咱的心口上。 ”

中秋前夕，该院受理了原告冯某
与被告蒋某离婚一案。 案件转入尖冢
法庭后，由马庭长承办。 马庭长随即
向原告了解案情。 原告为女方，被告
是上门女婿，两人结婚三年，但一起
生活时间很短。 被告长期在外打工，
且始终不告诉原告地址，原告只掌握
被告一个手机号码。 结合案件情况，
马庭长告诉原告要心平气和地通过
电话与被告沟通交流，劝解被告主动
回来协商解决，这样可以减少诉讼费
用，缩短诉讼周期。 同时，马庭长还将
自己的电话告诉原告，以便被告回家
后及时联系。

9 月 22 日是中秋节。 早晨 5 点
多，原告给马庭长打来电话，告知被
告回家， 两人就婚姻问题不能谈拢，
被告因此大发脾气，正收拾衣物准备
再走。 马庭长顾不得洗脸、刷牙，一面
向主管院长汇报情况，一面召集法庭
干警火速驱车赶往当事人所在地，到
原、被告家中时还不到 6 点。

当时，原告哭泣不止 ，被告情绪
激动。 法庭干警将两人分开，稳定双
方情绪，当即在原、被告家的饭桌前，
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通过三个多小时
的疏导，法庭干警逐渐取得了双方的
信任， 为成功调解离婚打下了基础。
被告同意离婚，但提出必须当天把所
有手续办妥。 马庭长立即表示：不管
怎么加班 ， 也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
好。 这时已近上午 11 点，法庭干警早

饭还没吃，便与原、被告同挤一辆车
回到法院。 马庭长在路上就文书打印
和印章加盖联系了办公室相关人员。
上午 11 点 40 分，双方顺利领取民事
调解书。 因被告仍要去石家庄打工，
原告也需回家，马庭长驱车将他们送
到了汽车站。

7 月中旬， 河西法庭受理了一起
赡养纠纷案件。71 岁的原告张某身患
癌症，常年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张某虽有两个儿子，但多半年来两人
总是以各种原因攀比 、推诿 ，拒不履
行赡养义务。 于是，张某一纸诉状将
两个儿子诉至法庭，请求法庭判令二
人支付赡养费，并照顾张某的日常生
活，轮流进行护理。

河西法庭赵庭长考虑到原告年
逾七旬，体弱多病，确定了“开庭到床
头，释疑到心间”的工作思路，决定把
开庭地点定在张某病榻前，并邀请村
干部一同参与做工作，以化解张某的
家庭纠纷，让老人安度晚年。

开庭前，该院主管民事的李副院
长及承办人赵庭长多次到张某所在
地向村委会和周围群众了解案情，并
与他的两个儿子促膝谈心，耐心细致
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8 月 27 日上午，
该案在张某的床头前开庭审理，李副
院长亲临现场进行指导。 庭审中，赵
庭长既讲法理，又讲情理，还让村委
会干部和旁听村民参与评论。 在此基
础上，赵庭长主持调解，就张某的赡
养费和轮流护理问题，当事人很快达
成了调解协议。 在这间简陋的农家小
屋里，躺在病床上的张某看到儿子侍
奉如初，今后生活有了依靠 ，脸上终
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为扩大案件审理效果，庭审结束
后，赵庭长又对前来旁听的村干部和
群众讲解了有关赡养的法律法规。 一

位旁听的老人兴奋地说：“有法律为
我们做主，有法官为我们撑腰 ，往后
我们老年人不愁没有好日子过了！ ”

9 月 12 日，王某一家四口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堂兄弟王甲、王
乙二人返还土地 9.38 亩。 事情缘于
十几年前，二轮承包时，王某一家原
在本村承包土地，后因外出打工将土
地交由石某代为耕种。 1999 年，村委
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王某委托石
某代签，但石某却以自己的名义把自
家土地和王某一家土地共同签在一
份合同书中。 2006 年，石某病逝，所种
土地被王甲、王乙二人强占。 今年上
半年，王某一家从外地返回，多次索
要土地未果。

了解以上案情后，考虑案件当事
人系堂兄弟关系， 该院没有急于立
案，而是启动诉前调解程序 ，将案件
交由临西镇法庭调解。

法庭陈庭长在深入调查取证、对
案情有了基本了解后， 深入田间地
头，约好双方当事人，并邀请村党支
部、村委会成员来到现场，对王甲、王
乙实际耕种的土地进行了实地测量。
在铁的证据面前，王甲 、王乙承认了
自己耕种石某土地的事实。 他们当即
表示，本季作物收获后，一定返还耕
地，并保证与王某一家重归于好。 王
某也亮明了态度， 肯定不计前嫌，今
后三家继续往来，和好如初。

纠纷至此本已解决，但陈庭长想
到， 王某与石某的土地混合在一起，
两家土地如何区分，王某没有承包合
同，今后权利如何维护，王甲、王乙退
回的石某土地如何处理，这些都会埋
下矛盾隐患。 于是，陈庭长再次找到
村委会，协商以上问题，并五次会同
村委会到现场查看土地情况，测量土
地面积， 合理为王某确定了 9.38 亩

土地。 剩余土地作为石某土地退还村
委会，暂作该村机动地处理。 此外，在
陈庭长的组织下，按照具体的土地位
置和面积， 村委会还与王某一家另行
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确保了王某今
后能按合同约定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

8 月 9 日下午 3 点半， 该院诉讼
服务中心接待了一位六十余岁的老
人路某。 经询问，路某系衡水景县人，
2009 年他在某公路工程公司打工期
间，该公司欠其薪水 2 万元 ，负责人
为路某写下欠据。 之后，路某多次索
要，该公司拒绝支付。 该公司现在临
西县内施工，公司负责人为保定满城
人。 当时，工程已完工，次日即将撤离
工地。 无奈之下，路某只好来到该院，
申请保全该公司车辆 。 鉴于情况紧
急，维护申请人权益刻不容缓 ，立案
庭郭庭长立即呈报主管院长，主管院
长当即决定，受理并裁定保全。 办完
立案手续后大约 4 时许，郭庭长迅速
组成了巡回法庭，与申请人共同赶赴
河西镇工地。

在执行车辆扣押裁定时，公司负
责人崔某拒不履行， 扬言如敢扣车，
就把车砸了！ 出于这种情况，干警们
机智沉着应对， 在闷热的房间里，对
当事人释法，劝解，大汗淋漓，制服全
透。 其间，郭庭长还接到家里的电话，
孩子发烧到 39°，让她速回。 但她对
家人说：“你们带孩子去医院吧，我的
工作必须做完！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
心理疏导 ，已近晚上 9 点，崔某被法
官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思想也有所转
变，自愿交出车钥匙 ，同意法院扣押
车辆。

之后， 经过法庭的真诚调解，双
方终于就工资给付达成一致意见，该
公路工程公司当即履行。 双方对法官
的敬业精神和为民意识深表敬佩。

临西县人民法

院实施 “一村一法
官 ”联系制度 ,全县
村 村 都 有 法 官 联

系 ， 群众个个持有
印 着 法 官 姓 名 、手
机号码 、任务目标 、
院方监督电话等内

容的联系卡 。 法官
成 为 农 家 院 的 常

客 ， 群众有事当即
拿起电话诉说 。 此
项 举 措 实 施 以 来 ，
及时调处各类涉诉

涉 访 事 件 126 起 ，
民商事案件同比下

降 了 23.8% 。 图 为
该法院院长曹军丽

将自己的联系卡发

放给村里的群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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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百姓放在咱的心口上”

近年来 ，临西县人民法院全面深
化司法管理 ， 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在
队伍职业化 、办案信息化 、管理制度
化 、 文化建设特色化上狠下功夫 ，向
司法管理的科学化迈进了一大步 。

法官职业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

基本特征 ，是司法文明发展的重要标
志和必然结果 ，是提高法官队伍整体
素质的重要途径 。在努力打造职业化
队伍建设上 ， 我们一是以座谈会 、报
告会 、研讨会 、演讲会 、知识竞赛等
载体 ，扎实开展 “人民法官为人民 ”、
“三争创 ”、 “核心价值观 ” 等主题教
育活动 ，牢固树立干警正确的职业理
想 。二是积极组织干警参加上级法院
的各类培训 ，发挥主管院长带头办案
的示范作用 ，组织新录用审判人员和
书记员的岗前培训 ， 加速角色转换 ，
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组织干警结合实
践撰写调研文章 ， 参加应用法学研
讨 ，班子成员和干警之间 “零距离接
触 ， 深层次探讨 ”， 切实提高干警职
业技能 。三是通过推选和宣传身边先
进典型 ，开展警示教育等方式 ，增强
法院干警慎权 、慎欲 、慎情 、慎微 、慎
独意识 ，坚守公平 、正义 、廉明的职
业操守 。 四是解决好干警的政治待
遇 、职业安全和工作条件 ，为干警提

供全面的职业保障 。
信息化建设是改善法院 “装备 ”，

实现 “公正与效率 ” 的重要技术支
撑 。 2010 年 ，我们在省内率先为诉讼
案卷建立电子卷宗 ，对每个案件在立
案时就开始建立电子卷宗 ，并根据案
件进展 ，及时录入 ，同步更新 ，做到
纸质卷宗与电子卷宗双向并进 。 2011
年 5 月 ， 我们又成立 “数字化审委
会 ”， 结合电子卷宗 ， 审委会可以对
每个案件实施全程 、 即时监督审查 ，
实现了审判管理的关口前移 ，标志着
我院信息化建设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 ，制度化建
设是司法管理的中心环节 。 近年来 ，
我院先后从审判管理 、 案件质量 、庭
审活动 、裁判文书 、执行工作五个方
面修订了 28 项制度 ， 人事管理方面
也制定了 18 项规章制度 ， 从而完善
了我院的审判管理制度体系和行政

管理 。
法院文化是法院干警的精神家

园与精神支柱 ，是推动工作的重要力

量源泉 。 多年来 ，我们致力于学习型
机关建设 ，制定并落实了学习 、考核
制度 ，成立了各种文体协会组织十几
个 ， 在全院形成了多读书 ， 读好书 ，
争当专家型 、 学者型法官的学习氛
围 。 我们致力于文化氛围建设 ，在楼
道集合了全国 60 余名书法家书写的
古今中外大家的法律格言 ，进法院如
同进入艺术殿堂 、法律讲堂 ，形成了
我们独具特色的法院文化 。我们还经
常举办优秀法官先进事迹报告会 ，用
他们的办案经历鼓舞每一位干警 。用
法院文化立德 ， 用法院文化润德 ，用
法院文化修德 ，营造了 “忠诚 、公正 、
清廉 、文明 ”的文化氛围 。

我们通过狠抓司法管理 ，提升了
全院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 2011 年和
今年上半年 ， 我院共审理各类案件
835 件 。 其中 ，调解 372 件 ，撤诉 341
件 ，调撤率 85.4% ；判决案件息诉服
判率 97.8% ，无发还改判案件 ，无判
后上诉案件 ， 各项考核指标 2011 年
位列邢台市法院系统第二名 。

———临西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工作纪实

不久前的一天， 临西县人民法院临西镇法庭
任庭长去某村朋友家串门。 有位街头晒太阳的老
太太，一看他是法院的人，就问道：“如果是家事，
家人又不想打官司，你们法庭管不管？ ”任庭长蹲
下身子，热情地说：“管，当然得管。 你能给我们说
说什么事吗？ ”

原来，这个村有位 76 岁的老太太王某，早年
丧夫，独自将三女一男抚养成人。 然而，这位老人
的晚年生活儿女却都不照顾， 老人常常饥一顿饱
一顿。为了保全儿女的脸面，老人不愿把这事闹上
法庭，只好在沉默中艰难度日。

任庭长获悉了情况，次日，他便带领书记员艾
心，与村干部一道来到了王某的家里。王某听村干
部介绍说来的是法官， 慈祥的她不愿说儿女的不
是。任庭长耐心地对她进行心理疏导，让老人感到
了久违的温情，顿时放开了感情的闸门，流着泪，
诉说起儿女不孝的一桩桩往事。 书记员进行了整
理后，任庭长便带着材料逐一走访起了王某儿女。

法官历时两天的走访和思想工作， 终于让老
人与儿女们平和地坐到了一起。 任庭长用通俗的
言语，给他们解读了赡养义务的法理，又对老人赡
养的问题合理地进行了分配。 老人儿女们的思想
通了，法理认了，协议达成了。 老人心里多年的纠
结解开了，生活从此有了保障。

编后话 ：在构建法治和谐社会的征途中 ，面对
这种存而不诉 、隐而未发的民间矛盾纠纷 ，能否发
现并予以解决 ， 不仅是对执法者为民司法真诚情
怀的拷问 ，也是对社会法治状况的深度考量 。任庭
长以 “街头听民声 ” 的自觉 ，“上门解民愁 ” 的真
情 ，完美地履行了一位当代法官的社会责任 。

本版稿件作者除署名外 ，均为宋晨 、胡跃勇 。

信访工作压力大是当前
人民法院普遍存在的问题。
而近两年来临西县人民法
院推出了一项新的举措，有
效解决了信访问题。 他们的
具体做法是：对案件跟踪回
访， 利用一张回访表格，跟
踪整个案件流程，及时掌握
当事人的心态和情绪，彻底
将信访案件化解于访前，实
现了“零新访”的工作目标，
收到了良好效果。 截止到目
前，该院已对 1283 位案件当
事人进行了跟踪回访，有效
遏制了越级访现象的发生。

2011 年春节过后，临西
县人民法院党组利用一周
时间针对信访工作专门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大家一致认为有些案件当
事人之所以产生信访 , 主要
原因是法官对当事人的心
态不掌握，对当事人反映的
问题不能及时解决造成的。
为有效解决信访问题，研究
决定对所有案件实行跟踪
回访制度。

跟踪回访制度要求，审、
执案件立案后，立案庭需向
双方当事人发放案件跟踪
回访表 ， 跟踪整个案件流
程，征求当事人对承办人在
工作态度 、审判作风 、廉洁
自律、 法律程序和实体裁判等方面的意见。 案
件结案后， 此表由当事人填写签字完毕， 投入
专设信箱。 信箱由院长直接开启检查， 审管办
和监察室汇总归纳、分类整理、登记备案后，将
回访表入卷留存。 此外，立案后立案人或承办人
还要将双方当事人电话号码及时录入审判信息
管理系统， 审管办、 监察室不定期随机抽取案
件，利用电话或面谈方式跟踪回访，征求意见。

对于回访收集的结果， 审管办和监察室每
周一向院党组进行详细汇报， 针对不同情况，
一一研究处理或解决。 对反映审判人员违法违
纪办案、 拖延办案和不廉洁行为的， 审管办和
监察室当日对承办人发出整改告诫通知， 限期
纠正， 纠正情况三日内告知当事人； 反映裁判
结果错误或法律文书有差错的， 调卷审查，确
有问题的， 按该院的审判监督程序及时处理和
纠正； 对当事人反映不实或对案件处理结果不
理解的， 尽快释法明理， 引导当事人依法上诉
或服判息诉； 当事人有过激言行可能引起矛盾
激化影响社会稳定， 或产生不良社会效果的，
立即报告院党组研究处理， 并及时采取疏导化
解措施。

李某离婚一案就是访前解决的很好例证 。
2012 年 6 月，临西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对李某
离婚案件进行跟踪回访时 ,李某大喊大叫，声称

“法院处事不公”，要上访。 回访人员及时向院
长汇报了情况， 院长指示及时了解情况并进行
疏导。 经了解得知 ,原来，李某与丈夫离婚时在
分割财产时对法院的处理有意见 , 一时想不通
而出现过激行为。 回访法官耐心细致地对其疏
导 ,释法明理 ,并运用心理学上的共情方式以及
与其他案例相比较的多种方法进行疏导， 最后
李某被回访人员的真诚态度所感动， 对法院判
决也明白了很多， 消除了偏见 , 表示不进行上
访 ,服从法院判决。

为确保回访制度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审
管办、 监察室可以根据当事人反映选取重点案
件对承办人办案情况随时跟踪 ， 调阅相关卷
宗，询问相关当事人，旁听庭审。

跟踪回访制度实施以来， 临西县人民法院
在回访中共帮助当事人解决实际困难 131 起，
排查和解决不稳定因素 29 起，征求到意见和建
议 225 条。 当事人反馈信息和法院告知结果二
者间的良好互动， 也使得监督更加直接， 司法
更加透明，公信度进一步提升。 两年来，临西县
法院案件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 服判息诉率上
升明显， 案件上诉后无一发还或改判， 更重要
的是没有出现新的涉诉信访案件， 实现了“零
改判，零新访”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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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司法管理 确保审判公正高效
临西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曹军丽

街头听民声
上门解民愁

●把案子办到百姓
的饭桌上

●把案子办到百姓
的床头上

●把案子办到百姓的
地头上

●把案子办到百姓
的心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