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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河法院
创 新 推 进“ 一 乡 一 庭 ”暨

“互联网+诉非衔接”工作
融合发展开展以来，受到了
上级法院领导、辖区党政部
门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肯定
和好评，其效果逐渐显现。

普 通 民 事 案 件 进 入
诉 讼 数 逐 渐 下 降 。 通 过
诉调对接工作的开展，人
民法庭与民调组织、村委
会 、司 法 所 、派 出 所 等 组
织建立了广泛联系，基层
组 织 对 人 民 法 院 开 展 的
工作配合更加积极，基层

组 织 工 作 的 灵 活 性 与 法
院 工 作 的 专 业 性 形 成 了
有效互补。“一乡一庭”暨

“互联网+诉非衔接”工作
的开展，进一步调动了人
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在
矛盾化解中的参与热情，
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截至目前，该院通过
“一乡一庭”暨“互联网+
诉非衔接”工作机制向当
事 人 介 绍 推 荐 适 用 诉 非
衔接机制案件 1200 余件，

对外委托调解案件数为 6
件，人民调解组织主动调
解 28 件，其中调解和好 12
件；司法确认案件 1 件，予
以 确 认 。 乡 镇 法 庭 已 接
待群众咨询 92 人次，登记
纠纷数 61 起，调解各类纠
纷 39 件，开展法制宣传 1

次，1000 多件矛盾纠纷在
乡村得到妥善处理，半数
以上的村实现了无诉讼，
实 现 了“ 小 事 不 出 村 ，大
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为 农 村 的 社 会 和 谐 稳 定
做出了积极贡献。

栽下和谐树 结出平安果
——新河县人民法院“一乡一庭”暨“互联网+诉非衔接”工作纪实

“现在好了，法院在乡里开设了乡镇法庭，给我们带来了极
大方便，纠纷矛盾有人调了，打打闹闹有人管了，有了矛盾纠纷
到乡法庭里说道说道，乡镇法庭总能说得大家心悦诚服、和好
如初。”新河县寻寨镇寻寨村村民李某说道。“法院把司法服务
带到了我们身边，对司法便民我们有了更真切的体会。”这是新
河老百姓对该县法院推进“一乡一庭”暨“互联网+诉非衔接”工
作的直观感受。

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新河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大幅增
长，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对此，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建鹏
高度重视、分类研判、问计群众、科学施策，带领新河法院全体
干警找出解决当前问题的有效途径——推进“一乡一庭”和“互
联网+诉非衔接工作”融合发展，使得化解矛盾纠纷和提高审执
工作质效取得双赢。

□ 文/图 王智勇 吴春成

“ 一 乡 一 庭 ”和“ 互 联
网 + 诉 非 衔 接 ”是 河 北 省 高
院 、邢 台 市 中 院 重 点 强 调 的
两 项 工 作 ，为 把 这 两 项 工 作
落在实处、抓出成效，新河法
院 从 转 变 思 想 观 念 入 手 ，提
出“院小也要有大作为，院小
也要创亮点”的要求，不断完
善 两 项 工 作 融 合 发 展 机 制 ，
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可供
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和更加
优质的司法服务。

“工作能不能出彩，人的
思想认识是工作的先导”，这
是刘建鹏院长经常说的一句
话。针对个别干警对这两项
工 作 认 识 不 高 、不 积 极 的 错

误 认 识 ，该 院 多 次 召 开 专 题
会议强调这两项工作的重要
作用，并发出“我们推动工作
不是搞搞形式、做做样子，或
者 说 迎 接 检 查 ，而 是 要 真 正
把工作做实做好”的号召，从
院党组做起，转变观念、提高
认识，采取超硬措施，强力推
动 两 项 工 作 ，一 举 扭 转 两 项
工作落后的局面。

该院新一届领导班子深
刻认识到做好两项工作离不
开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
以 及 人 大 的 监 督 ，院 党 组 积
就 两 项 工 作 数 次 向 党 委 、政
府、政 法 委、人 大、政 协 等 主
要 领 导 汇 报 ，争 取 对 工 作 的

支 持 。 通 过 努 力 ，两 项 工 作
得到了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今年 8 月份，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张世风，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魏圣棉在刘建
鹏院长的陪同下到全县六个
乡 镇 和 一 个 开 发 区 就“ 一 乡
一 庭 ”工 作 进 行 调 研 和 现 场
办 公 ，当 场 解 决 了 乡 镇 法 庭
的用房、人员设施等问题。

为推进这两项工作的深
度 融 合 ，该 院 在 县 委 的 领 导
和大力支持下,成立“新河县

‘ 一 乡 一 庭 ’暨‘ 互 联 网 ＋ 诉
非 衔 接 ’工 作 领 导 小 组”，由
该 县 县 委 常 委 、政 法 委 书 记
张 世 风 任 组 长 ，县 人 大 副 主

任 魏 圣 棉 、县 政 府 副 县 长 郭
保栋任副组长，相继出台《新
河县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
进“一乡一法庭”工作的实施
意 见》、《新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人
民 陪 审 员 选 任 及 管 理 办 法
（试行）》，联合新河县委政法
委 出 台《新 河 县 社 会 管 理 综
合 治 理 委 员 会 关 于 建 立“ 互
联 网 ＋ 诉 非 衔 接 ”工 作 机 制
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
作的意见》，与各成员单位签
订“互联网+诉非衔接”工作
合 作 备 忘 录 ，并 由 该 院 党 组
成员分包相关成员单位和各
法 庭 ，明 确 业 务 庭 各 部 门 负
责人分包“一对一”联系各单
位、协会，重新明确了乡镇法
庭 庭 长 ，确 保 了 这 两 项 工 作
的有效开展。

把握关键点 切实转变思想观念

找准突破口 搭建有效工作平台
“有了架子是前提，实际

运行最重要”，刘建鹏院长多
次强调。让人民群众在司法
工 作 中 拥 有 更 多 的 获 得 感 、
幸 福 感 是 新 河 法 院“ 一 乡 一
庭”暨“互联网+诉非衔接”工
作 的 目 标 ，为 此 该 院 从 工 作
实 际 出 发 ，重 新 选 任 工 作 人
员、明确考核体系、强化物质
保 障 ，为 这 两 项 工 作 的 有 效
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院党组认识到事业的
关 键 是“ 人”的 问 题 ，为 了 解
决 人 员 的 问 题 ，以 人 民 陪 审
员 的 重 新 选 任 为 契 机 ，刘 建
鹏 院 长 在 陪 同 政 法 委 、人 大
领 导 调 研 的 过 程 中 ，向 各 乡
镇和成员单位提出了重新选
任 陪 审 员 的 数 量 要 求 、年 龄
结构、知识层次、从业类别等
方 面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得 到 了
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响

应，新选任的 51 名人民陪审
员 10 月份通过县人大的任命
并通过召开“任命证书”颁发
仪 式 和 宣 誓 仪 式 ，增 强 了 人
民 陪 审 员 的 归 属 感 和 责 任
感 ，通 过 培 训 提 高 了 其 对 任
命 陪 审 员 工 作 的 认 识 ，增 强
了专业认知。

实践工作中，针对“一乡
一庭”暨“互联网+诉非衔接”
工 作 考 核 体 系 不 完 善 的 问
题，该院出台了《新河县人民
法院“一乡一庭”暨“互联网+
诉 非 衔 接”工 作 考 核 办 法》，
从人民法庭庭长、书记员、人
民陪审员三个人员分类分别
制定了体系完整、目标清晰、
可 操 作 性 强 的 考 核 细 则 ，并
明 确 由 党 组 成 员 轮 流 带 队 ，
定 期 到 乡 镇 法 庭 对 值 班 、案
件 办 理 等 工 作 进 行 检 查 ，一
旦 发 现 违 反 工 作 制 度 的 ，严

肃处理、绝不姑息。
想 做 好 工 作 ，没 有 阵 地

是空谈，通过努力，现在每个
乡镇法庭都有独立的办公用
房 ，每 个 乡 镇 法 庭 都 配 备 了
内网、外网电脑各一台，每个
法 庭 都 安 装 了 监 控 摄 像 头 ，
办公用具，规章制度、法庭规
则 等 一 应 俱 全 。 每 个 乡 镇 、
开 发 区 每 天 有 人 值 班 ，受 理
群 众 问 询 、调 解 。 每 个 成 员
单 位 都 有 一 台 专 用 电 脑 ，通
过电脑视频方式与法庭庭长
和 分 包 领 导 保 持 联 系 ，解 决
工作中的问题。依托邢台市
中 院 搭 建 的 腾 讯 通 平 台 ，与
一乡一庭和诉非衔接各成员
单 位 建 立 联 系 ，“ 一 乡 一 庭”
与乡镇群众工作服务中心互
通互联，“一乡一庭”和“诉非
衔接”两个平台相互补充，共
同发挥作用。制作并发放了

平台和腾讯通的安装使用流
程 ，确 保 了 各 单 位 工 作 开
展。建立“互联网+”微信群，
将 诉 非 衔 接 各 成 员 单 位 、人
民陪审员和“一乡一庭”成员
建在群中，对平时调解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可随时与法院进
行交流和沟通，保障人民调解
工作的开展。现在每天各乡
镇、成员单位会主动将值班、
调解、接待情况发到群里，供
大家学习借鉴。强化人民调
解员业务培训会，培训会上还
就新河法院建立的“诉非衔接
网络平台”“一乡一庭平台”进
行了详细讲解。培训中结合
人民调解工作涉及较多的婚
姻、继承、土地承包纠纷、相邻
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传统民
事纠纷的特点，着重讲授了此
类案件的法律规定，并对涉及
婚姻纠纷等类型的五个典型
调解案例进行了细致分析，深
入介绍了在调解工作中的经
验、方法、技巧。

牵住牛鼻子 实现“两个效果”双赢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是“ 一 乡

一庭”暨“互联网+诉非衔接”
工 作 的 牛 鼻 子 ，实 现 当 事 人
双方息诉和好是这两项工作
的 最 高 要 求 。 今 年 以 来 ，该
院 推 进 这 两 项 工 作 深 度 融
合、相互借力，取得了良好的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2017 年 5 月，聂某在为王
某 帮 工 过 程 中 ，因 王 某 操 作
不 当 摔 伤 住 院 ，聂 某 家 人 扣
留 了 王 某 的 部 分 工 具 设 备 ，

双方经多人调解未果于 11 月
来到新河县荆庄乡人民法庭
请求调解。经荆庄法庭人员
多次上门，悉心开导，双方最
终 达 成 调 解 协 议 ，由 王 某 一
次性赔偿聂某 18000 元，聂某
返 还 扣 留 的 工 具 设 备 ，双 方
握手言和。和好的当事人感
慨地说：“有法官和人民陪审
员 的 说 和 ，调 解 工 作 就 有 了
信 服 力 和 公 信 力 ，我 们 解 决
矛盾就更方便快捷了。”

“ 我 自 己 的 宅 基 地 终 于
得到了确权。”该县西流村村
民 温 某 一 脸 高 兴 地 说 道 。
2017 年 11 月 ，温 某 到 西 流 乡
法 庭 反 映 宅 基 纠 纷 并 求 助 ，
温 某 一 家 经 常 在 外 打 工 ，家
中 房 屋 闲 置 ，因 此 该 村 生 产
队与温某协商暂时借用此院
放 置 本 生 产 队 物 品 ，生 产 队
考 虑 到 人 家 本 户 要 时 常 回
来 ，为 了 存 放 的 物 品 不 影 响
人 家 ，就 在 当 院 中 垒 起 了 一

堵 东 西 墙 ，生 产 队 的 物 品 存
放在墙以南。生产队不在这
里 存 放 物 品 之 后 墙 也 没 拆 。
在 2016 年 宅 基 地 确 权 时 ，温
某前邻阻挠不让生产队垒的
墙以南的宅基地进行确权而
发 生 纠 纷 。 为 此 ，西 流 乡 法
庭联系西流村支部书记高某
和 村 主 任 邢 某 ，多 方 打 听 找
到原生产队长了解情况属实
后 ，联 合 村 支 书 高 某 和 村 主
任邢某多轮协调做通前邻的
工 作 ，并 联 系 县 土 管 局 给 温
某的宅基地进行了
确权。

做出真成绩 法庭工作成效凸显

国家宪法日特刊

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召开专题会议安排““一乡一庭一乡一庭””暨暨““互联网互联网++诉非衔接诉非衔接””工作工作

党组书记、院长刘建鹏
检查基层法庭工作

班子成员指导基层法庭“一乡一庭”暨“互
联网+诉非衔接”工作

当事人家属领取赔偿款

基层法庭制度、标语
上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