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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在审判任务日益繁
重的新形势下，法官的创新能力直接影响着案件质效。

4个乡镇人民政府设置审务工作站，131个行政村设立司
法服务点，329 个自然村选任法庭联络员，“四三四执行模
式”，发出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首份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

“庭所”互驻谱写诉源治理新篇章，启动心理疏导介入家事审
判调解机制……这是一年来，夏邑县人民法院王集法庭负责
人蒋昊伸向人民交出的“创新”答卷。

创新诉源治理，做和谐社会的“稳压器”

王集法庭管辖着王集、杨集、骆集、刘店集 4个乡镇的民
商事案件，还管辖着县城周边5个乡镇的买卖合同纠纷，仅今
年上半年就已经审结民商事案件 440余件，执行 150余起案
件。就在记者采访的7月17日、18日、19日三天时间内，蒋昊
伸就审理了23起民商事案件。

自2022年7月份任王集法庭负责人以来，面临如此巨大
的工作体量，蒋昊伸便以“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为契机，思
考如何做好诉源治理这项工作。他创造性提出并构建了“人
民法庭+审务工作站+司法服务点+人民法庭联络员”的“庭、
站、点、员”立体式“四重便民服务网络”（即：在辖区4个乡镇
人民政府设置审务工作站，积极延伸审判职能，主动服务基
层治理；在 131个行政村设立司法服务点，张贴法官联络牌，
常态化开展巡回办案、法治宣传、纠纷化解等工作；在 329个
自然村选任法庭联络员，收集群众诉求、排查矛盾纠纷）。

“四重便民服务网络”依托现有公共资源进行构建，有效
将司法服务有机嵌入辖区社会治理，基本形成“司法触角最
基层、各方力量全参与、矛盾纠纷不激化”的诉源治理格局，
诉源治理工作获得当地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充分肯定。

夏邑县刘店集乡三里庄村是王集法庭的巡回办案点。5
月 26日，蒋昊伸带领干警来到该村，就一起相邻关系纠纷案

件开展巡回审判，促使两家放弃前嫌、握手言欢。该村村主
任李西方称赞说：“王集法庭带着案件下乡，将纠纷化解在群
众家门口，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愧是人民
群众的法庭。”

“巡回审判+普法宣传+就地解纷”是蒋昊伸结合工作实
际，常态化开展诉源治理工作的创新之举，让个案就地开庭、
庭后调解，实质性化解当事人矛盾，达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
片的社会效果，真正让矛盾纠纷止于未发、化于萌芽，以高质
量的司法服务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新需求、新期待。

2022年 9月 30日，王集法庭与王集派出所举行“庭所互
驻共建”挂牌仪式，成立“王集人民法庭驻王集派出所多元解
纷工作室”和“王集派出所驻王集人民法庭警务工作站”。

刘某是王集乡某颗粒厂的员工，工作期间因操作不当导
致右手伤残。刘某康复后，要求该厂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
金、伤残补助金、康复费等共计13万元。双方意见分歧较大，
矛盾愈演愈烈，在厂内发生口角、推搡。

王集派出所民警出警后，立即联系王集法庭，双方联合
组成调解团队，对当事人进行耐心调解，并最终达成调解协
议。协议签订后，王集法庭现场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对协议
进行合法性审查，出具司法文书对上述调解协议予以司法确
认，赋予协议法律强制执行力。

“‘庭所互驻对接’调解工作机制，坚持矛盾纠纷的预测
置于预防前、预防置于调解前、调解置于激化前，取得了‘1+
1>2’的良好社会效果。”蒋昊伸介绍道。

一年来，蒋昊伸坚持抓牢诉源治理工作主线，将司法服
务有机嵌入辖区社会治理，诉前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39件，辖
区诉讼案件收案数同比下降19.87%。

创新审执职能，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自进入夏邑县人民法院工作以来，蒋昊伸从法庭书记员
到少年庭、刑事庭、民事庭法官，再回到人民法庭担任负责
人，数次变换赛道，均是直面挑战、开拓创新，以实际行动践
行一名基层法院干警的坚守、忠诚与担当。

2022年 10月 19日，5位农民工来到王集法庭，请求帮助
要回被拖欠的工资。他们来自夏邑不同乡镇，跟随程某在外
地务工，程某承诺回家后结清工资，但迟迟避而不见。

“5位农民工的工资是5个家庭唯一经济来源，尽快帮他
们拿到工资是衡量这个案件办理好坏的关键。”蒋昊伸当即
启动涉农维权绿色通道，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邀请当地人
民调解员共同找到程某进行调解。通过各方共同努力，程某
同意将所欠工资结清，最终蒋昊伸和书记员加班制作了司法
确认相关手续。自 5位农民踏入王集法庭寻求帮助，到他们
在司法确认手续上签字、拿到工资，用时不到3个小时。

2022年度，蒋昊伸结案475件，结案率100%，服判息诉率
96.16%，调解率 46.69%，平均审理天数 12.15天，法定审限内
结案率100%，各项审判质效指标均居全省前列。

自“调立审执”一体化工作开展以来，蒋昊伸从诉前调

解、立案审判、判后执前、执行四个环节入手，坚持立案助执、
审判引执、调解协执三项原则，形成了“调解预防、审判提醒、
执前督促、执中高效”的“四三四执行模式”。

2023年上半年，蒋昊伸结案 425件，结案率 99.06%，服判
息诉率98.58%，调解率59.66%，平均审理天数5.52天，无发改
案件，无长期未结案件。

创新能动司法，做中小企业的“护航者”

2022年 11月份，蒋昊伸经过排查发现，某传媒公司当年
已有数十起涉诉案件。为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促进企业健
康发展，他调取相关案件卷宗并走访调研，发现该公司在工
资发放、考勤机制、费用收取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现象，容易引
发矛盾纠纷。对此，蒋昊伸在向院领导汇报后对该公司发出
司法建议，建议从健全规章制度、完善考勤机制、明确相关费
用性质等多方面研究防范。

司法建议书发出后，该公司予以高度重视，专门召开股
东会，认真进行研究，制订整改方案，然后又召开职工代表
会，集思广益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该公司回函表示，以
前因公司管理问题平添多起诉讼，经过整改已经取得初步效
果，对今后的规范经营和长远发展多有益处，对夏邑法院的
司法建议非常感谢。

为进一步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中小企业提供优
质司法服务，蒋昊伸积极挥发王集法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专
业化审判的优势，主动拓宽司法服务领域，组织王集法庭常
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近半年来，通过“民法典与企业
同行”主题宣讲、面对面座谈等方式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 27
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保驾护航。

崔某在安徽省怀远县经营殡葬货品，于2021年间多次向
夏邑开办殡葬用品的祝某购买货物，其中一笔8800元货款一
直未付，祝某提起诉讼，要求崔某及其妻子宋某偿还货款。

判决生效后，崔某未履行判决款项，祝某申请强制执
行。蒋昊伸结合审理阶段掌握的信息，与宋某电话沟通，解
释主动履行义务与强制执行的区别，重申：“法院审理案件是

‘居中裁判’，绝不会冤枉任何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都一视同仁。”宋某听后深有感触，说：“一开始，我以为你们
当地法院肯定会偏袒祝某，没想到判决驳回了祝某对我的诉
讼请求，就凭这一点我认为判决是公正的，我们也不想再为
这件事情纠缠下去了，现在就把执行款汇过去。”

蒋昊伸认为，买卖合同是市场主体日常经营过程中缔结
量最大的一类合同，此类纠纷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
场主体的获得感。他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
念，实行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专业化审判，切实加大办理该类
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力度，确保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实效。

创新心理疏导，做家庭和谐的“润滑剂”

从“如果这次再不判决离婚我就不活了”到“感谢法官和
心理咨询师，帮助我们解开了多年的心结”。一边是四年来

每一年都提起离婚诉讼的妻子，一边是身患疾病坚决不愿
“放手”的丈夫，为了促使他们“和平分手”，蒋昊伸“操碎了
心”。

王先生与杨女士结婚多年，2013年，王先生因工伤事故
受伤，被诊断为轻度认知障碍、继发性癫痫等多种疾病。杨
女士分别于 2019年、2020年、2021年提起离婚诉讼，当时因
王先生身体健康和子女抚养等问题，法院均未支持杨女士的
离婚请求。2022年10月，杨女士第四次起诉要求与王先生离
婚。

“如果简单一判了之，当事人难以打开心结，甚至还会引
发其他后果。”开庭时，蒋昊伸决定启动心理疏导介入家事审
判调解机制，特别邀请了夏邑县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到庭协助调解。通过心理咨询师有针对性地疏
导，缓解了双方当事人情绪压力，疏通了多年的情感障碍，使
双方由相互“仇视”转变为正视婚姻，最终使双方当事人放下
情绪，并就自愿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经济补偿等达成
一致意见。

当事人的“和平分手”，最大限度平衡了离婚自由与社会
稳定，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此
次纠纷化解也是蒋昊伸发挥调解职能化解矛盾、推动社会和
谐稳定的一个缩影。

蒋昊伸告诉记者，王集法庭二楼正在装修一个家事案件
心理咨询室，与夏邑县4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长期协作，借
助外部力量，办理家事案件，这在全市基层法庭是少见的。
此外，蒋昊伸还针对有关案情实际，创新性地发出夏邑县首
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夏邑县首份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

星光不负赶路人，江河眷顾奋楫者。蒋昊伸自参加工作
以来多次被评为办案标兵、优秀党员，在省市级刊物发表论
文案例十余篇，2014年度至 2022年度 8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2020年荣立个人三等功，2021年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
工作者称号，2022年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
先进个人称号。

“这是蒋昊伸带领王集法庭获得的第一个集体荣誉，这
样的集体荣誉，王集法庭一定还会获很多。”陪同记者采访
的夏邑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梁远，指着今年4
月王集法庭获得的夏邑县首届“五四”奖章集体匾额，充
满信心地说。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唯愿在未来
的向法道路上，每天再多一度热爱，再多一点温情，再多
一分思考。”蒋昊伸坚定地说。

夏邑县人民法院王集法庭负责人蒋昊伸

让创新之花在法庭盛开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梁 远 徐永忠

7 月 13 日，夏邑县召开文明城
市、卫生城市创建加压推进大会，全
面审视该县在省级文明城市和卫生城
市创建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对

“两城”创建工作全面动员和全面部
署，激励全县上下咬定目标、奋力冲
刺，坚决确保“两城”创建一举成功。

“两城”创建，交通先行。连日
来，天气持续高温，骄阳似火，热浪
袭人，午间温度一度数日达到 37摄氏
度，地表温度更是接近60摄氏度。

在高温酷暑下，夏邑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全体民辅警全力服务“两城”创建
工作，在高温下承受着种种“烤”验。民
警工作在路面一线，参与路面执勤、劝
导行人、疏导拥堵、清理违法停车、规范
非机动车行车秩序。虽然人人挥汗如
雨，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服务的热情
丝毫不受影响，黝黑的皮肤、湿透的警
服是他们战炎热、斗酷暑服务“两城”创
建的见证。

“两城”创建进入关键时刻

夏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穆
指涛告诉记者，在“两城”创建加压
推进大会上，夏邑县委书记闫长安指
出，夏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是中国上古古都、华夏祖地，黄河文
化、龙山文化的最早发祥地之一，创
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不仅代表着夏
邑的文明程度和整体形象，体现夏邑
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更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热切期盼。“两城”创建已经到了
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全县上下要以
必胜的姿态和务实的作风，用非常之
力、施非常之策、下非常之功,大干快
上、奋力拼搏,坚决确保全县“两城”
创建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夏邑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昊在安
排部署“两城”创建工作时强调，要
高度重视目前存在的基础设施还不够
完善，管理有待加强，社会不文明现
象还比较严重，迎评薄弱环节较多，
思想认识还不到位等问题，全力开展
市容市貌治“脏”专项治理行动，全
力开展交通秩序治“堵”、生态环境治

“污”、公共服务治“差”、创建氛围治
“冷”、小区楼院治“乱”、农村创建治
“弱”等专项治理行动，举全县之力、
下非常之功，坚决打赢创文创卫攻坚
战。此时，交通秩序治“堵”提上了
重要议事日程。

号令即出，动若风发。穆指涛表
示：“我们大队全体民辅警深刻理解创
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的重大意义，切
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凝聚
共识，强化措施，从群众普遍关心的具
体问题着手，从群众不满意的事情抓
起，精准发力、认真整改，以百无一疏的
精神、分秒必争的干劲，全力以赴投入
到‘两城’创建工作中去。”

精细化管理缓解交通拥堵

治“堵”必先治“乱”。随着汽车
保有量不断增加，城市道路拥堵情况
突出，交通压力不容小觑。

穆指涛认为：“单纯依靠道路资源
的供给增加不可能完全适应和满足快
速增长的交通出行需求，必须通过精
细化管理在现有资源上挖掘潜力，缓

解交通拥堵。”
参与“两城”创建，做好文明交

通工作，为市民打造安全畅通的出行
环境是交通民警的责任，也是交通民
警的荣誉。接到“两城”创建工作
后，夏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立即召开

“两城”创建工作部署会，大队领导严
格按照交通安全设施排查、不文明交
通违法行为曝光、城区交通秩序管
理、文明交通宣教、停车泊位施划等

“两城”创建工作进行具体分工，责任
到人，明确岗位职责。

该大队机关警力全部下沉一线参
与路面执法，在早晚高峰时段专项整
治行人、自行车、电动车、非机动车
的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全
面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对城区
各主要街区路段实施不间断巡逻管
控，全力查处非机动车横穿马路、占
用机动车道、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
及时制止和纠正行人横穿马路、翻越
隔离护栏等违法行为。

7月17日11时50分，在夏邑县县
府路与孔祖大道交叉口，8名交警大

队民辅警正在指挥交通。太阳当头
照，仅仅 5分钟时间，衣服便被汗水
浸透。12时 30分，高峰岗执勤结束，
民警脱下了反光背心，藏蓝色警服上
出现了一个反光背心的形状，这是最
美好、最感人的“勋章”。民警陈光喜
一边摘下警帽，甩去里面的汗水，一
边告诉记者：“我们每天不知道要流多
少汗，警服每天最少要换两次。但
是，看到交通畅通了，天气再热也能
感觉到幸福。”他捋起来袖子，幽默地
说：“我现在是黑白分明。”

截至目前，该大队共查处非机动车
不按道行驶 320余起，机动车不按线通
行180余起，非机动车逆行540余起，电
动自行车驾乘人未戴安全头盔 340余
起，摩托车驾乘人未戴安全头盔 30余
起，开展安全出行、文明出行交通劝导
2万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

持续优化辖区交通勤务管理

加大“两城”创建的宣教力度。
该大队民辅警采取流动宣传与定点宣
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车载喊话器、
手持大喇叭、发放“‘两城’创建文
明出行倡议书”等形式，向广大市民
宣传文明交通的意义，冒着烈日积极
开展“礼让斑马线”“一盔一带”街头
安全劝导，提高广大市民的交通安全
意识。

加大对交通安全设施排查和停车
泊位施划。该大队科技民警冒着酷
暑，深入城区各个街道，对交通标志
和交通设施进行排查，在高温下对损
坏的交通标志、标线和交通设施进行
及时修复、施划或更换，确保城区指
示标志准确、整洁，交通标志完整醒
目，交通信号灯功能齐全，交通护
栏、隔离设施整洁、完好、无破损。

持续加大对城区交通秩序管理和
治理力度。该大队全体民辅警根据分
包路口，采取全天上岗，冒着高温参
与执勤。重点对非机动车闯红灯、逆
行、走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
行人横穿马路、翻越隔离护栏等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劝导和处罚。同时，把
非机动车道上乱停放的共享电动车移
动至规定区域内。

持续优化辖区交通勤务管理，实
施网格化管理。该大队对重点路段、
重点区域强化警力部署，依法依规查
处车辆违法停车行为，严格机动车规
范、有序停放。同时，持续加强对农
贸市场、生鲜超市、背街小巷等的停
车秩序管理。该大队积极与辖区城管
执法部门联系，对私占公共停车位，
电动车、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商铺占
道经商、店外经营等“不文明”乱象
开展联合整治；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增
设、施划“机动车、非机动车、共享
单车”车位，还路于民；对停放的

“僵尸车”进行拉网式排查清理；对私
占公共停车位障碍物进行拆除，全面
净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

在烈日的炙烤下，执勤民警的警服
被汗水浸湿，警服湿了干、干了湿，参与
执勤的民警一个个皮肤被晒得黝黑，还

有民警皮肤被烈日晒伤，伤口红肿灼
烧，疼痛难忍。但执勤民辅警没有一人
叫苦，没有一人退缩，仍以百倍热情坚
守路面一线。

民辅警冒着酷暑坚守路面执勤，
大队领导暖警爱警举措送到一线。

“近一段时间持续高温，请大家一
定要做好防暑降温，保护自身安全。”为
了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落实从优待警
措施，该大队领导每天行走在基层执勤
一线，为冒着酷暑坚守一线执勤岗位的
民辅警送去一份清凉和关怀。大队领
导为广大一线执勤警力送去防暑降温
饮品、药品，叮嘱各业务科室、中队落实
大队从优待警各项要求，通过优化勤
务、调整饮食等措施，多措并举做好全
警防暑工作。

炎炎烈日，阻挡不了交警助力“两
城”创建的热情，夏邑县交警大队全体
民辅警正以高昂的斗志、奉献的精神，
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一个个温暖的故事，
营造出浓厚的“两城”创建氛围。

为了城市“动脉”更畅通
——夏邑交警高温下坚守助力“两城”创建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 冰 实习生 郭 东 通讯员 周学峰

夏邑法院篇

烈日下，夏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穆指涛 （左） 一线部署“两城”创
建交通治理工作。 周学峰 摄

高峰岗执勤结束后，民警陈光喜脱下反光背心，警服上出现了一个背心的形
状，这是汗水浸湿的“勋章”。 马 培 摄

夏邑县人民法院王集法庭负责人蒋昊伸巡回审判进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