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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4年度全
省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情况，并发布

“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工作典型案
例。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东
巍作新闻发布，民一庭庭长张辉、副
庭长岳航在发布会上回答了记者的
提问。

2024年，吉林法院以贯彻落实
最高法院“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示
范活动为抓手，积极推动构建地方
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大格局，司
法资源向引导和疏导端持续发力。
一年来，全省人民法庭将数以万计
的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指导各类
解纷主体成功将近4万起纠纷调解
在诉前，受理诉讼案件93426件，占
基层法院民商事案件收案总量的
34.78%，审结83665件，法定审限内
结案率98.62%，自动履行22111件，
办理执行案件 7557 件，执行到位
3885件。

依靠党委领导
推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支持。自觉
将党的领导贯穿到示范创建的全过
程和各方面，定期向党委汇报“枫桥
式人民法庭”创建工作进展，紧紧依
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充分发挥人
民法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参与、
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多元
共建机制建设。按照党委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工作原则，加强人民
法庭与派出所、司法所、村民委员会
等多元主体的沟通与协作，构建多
方联动的“法庭+N”工作机制，创新
打造双阳法院奢岭法庭“苔花工
程”，梨树法院郭家店法庭“金玉米

调解工作室”，安图法院二道法庭
“金达莱工作室”等32个特色鲜明的
治理品牌。做深矛盾纠纷源头预
防。不断巩固拓展“巡回审判”“无
讼创建”等工作机制成果，2024年，
全省人民法庭共开展巡回审判和入
户调解2300余次，半数以上的巡回
案件在当地发挥示范效应，培育“无
讼社区”142个、“无讼村屯”840个、

“无讼林场”4个，合计986个，人民
法 庭 辖 区“ 无 讼 ”覆 盖 率 达 到
11.53%，同去年同期相比法庭收案
数量整体下降7.51%。

立足辖区实际
着力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

着力打造法庭品牌。根据辖区
纠纷类型、地域特色及法庭自身资
源形成个性化地区法庭品牌。设立
了查干湖、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辽河
源、松花湖、莲花山、山河等6个生态
旅游法庭，在集安法院清河法庭、抚
松法院万良法庭添设人参产业法
庭。履行指导人民调解法定职能。
坚持将化解矛盾作为人民法庭工作
的首要任务，省高院会同省司法厅
建立人民调解员派驻人民法庭工作
机制，整合各地法庭辖区调解优势
力量，促进纠纷多元高效化解。
2024年，全省人民法庭引入调解组
织747个，聘请特邀调解员968名，
委派调解纠纷19681件，委托调解
纠纷4266件。实现调解的常态化
业务指导，诉前调解前置程序不断
完善，委托调解、委派调解的实践应
用不断强化。加强司法公信力建
设。立足审判职能，针对辖区多发
类案形成高效可复制的办案模式，
公开相关裁判规则，以“枫桥式人民

法庭”创建专栏等为载体，收录并推
送典型案例，引导当事人参照范例
协商解决纠纷。坚持通过审判明规
则、促治理，透过案件发现问题，针
对性提出司法建议、工作意见，2024
年，各地人民法庭共针对性地发出
司法建议百余份，回复率100%。

坚持强基导向
全面加强人民法庭自身建设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秀人
才、新招录干警向基层聚集，将法庭
庭长、干警轮训纳入法官学院培训
计划。全省共有418名员额法官和
1431名审判辅助人员工作在人民法
庭，员额法官数占全省员额法官总
数的13.5%。人民法庭成为新晋人
员锻炼基地、审判骨干培养平台、领
导干部成长摇篮。涌现出了以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梨树县法
院孤家子法庭庭长、吉林省“十大法
治人物”孙海鑫为代表的一批优秀
法庭庭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对财物保障、
经费支出等方面的支持，集中投入
资源，翻新、改造设施老旧、功能不
全的法庭。达标法庭占比96.6%，基
本实现人民法庭基础设施标准化规
范化。加强数字法庭建设。推动智
慧法院建设成果与人民法庭工作有
机融合，建立“智慧便民法庭”“百姓
说事、法官说法点”634个，服务群众
4万余人次，就地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近6000起。打造线上线下贯通诉
讼服务体系，95%以上的法庭具备
跨域立案、网上立案、庭审直播等功
能，网上立案率超60%，各类信息化
调解平台在人民法庭得到广泛应
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长春市物业行业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驻二道区人民
法院调解室成立一年来，拓
宽多元解纷路径，推动构建
人民调解＋诉前调解的物业
矛盾调处机制，充分发挥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用，进
一步加强物业纠纷的源头预
防、前端化解。

二道法院构建以人民调
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业调
解和司法调解联动的多元调
解体系。通过整合各方资
源，建立了一个多方参与、协
同治理的格局，物业行业协
会利用其行业的专业知识，
精准对口进行调解，法院提
供专业的法律指导，厘清权
利义务，社区工作人员有效
疏导情绪，灵活推动沟通。
通过发挥各方优势，形成齐
抓共管共治的多元化调解格
局，推动物业纠纷预防在源
头，化解在萌芽，止于诉前。

首先，调解员与双方当事
人分别进行沟通，了解双方真

实诉求，明确争议焦点和问题
症结。随后组织双方“面对
面”协商，将服务内容与费用
明细一一厘清。最后敲定履
约细节，充分发挥诉前调解的
灵活性：双方可约定物业费分
期缴纳，物业服务按周优化调
整，实现物业企业改善服务和
业主自觉缴费的“双向奔
赴”。在传统单一的调解方
式基础上，结合线上调解及
模拟调解室手段，有效助力
物业纠纷化解在诉前。2024
年，二道法院诉前成功调解
物业纠纷案件达300余件。

二道法院与相关部门、
行业组织建立协作机制，共
研涉物业纠纷风险防范举措
与纠纷处置，形成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通过严审物业
费定价、加强与社区沟通、组
织人民调解员参加培训等方
式，探索物业服务纠纷实质
性化解路径方法，合力共筑

“无讼”小区。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省法院召开2024年度
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新闻发布会

物业纠纷难调和？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对症下药”

腊八粥飘香两端情 共筑边疆守护梦

吉林临江边境检查站
与西藏玉麦乡派出所共庆腊八节

近日，吉林临江边境检查站与
西藏玉麦乡派出所以“线上+线下”
联动的形式同步庆祝腊八节的到
来。无论是东北边陲的寒冬，还是
雪域高原的冰封，两地民警与驻地
群众共同庆祝这一传统节日，以热
气腾腾的腊八粥传递深厚的情谊，
展现了守护祖国边疆的坚定信念和
美好祝愿。

在吉林临江，腊八节庆祝活动
联合解放社区共同举办。活动现
场，桌上摆满了腊八蒜、腊八醋等节
日特色食品，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
庆氛围。社区居民、检查站民警及
其家属齐聚一堂，大家动手准备食
材，熬煮腊八粥，欢声笑语回荡在活
动室内。

趁着腊八粥熬煮的时间，边境
检查站的民警还为居民举办了一场
边境安全法律知识讲座，普及相关
法律法规，增强边境安全意识。

临江边境检查站民警李瑞表
示：“腊八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它不仅体现了祈福美好生活的
愿望，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文化
纽带。我们一定会与西藏的战友一
道，守护好边境线，守护好人民的幸
福生活。”

与此同时，在祖国的另一端，雪
域高原的西藏玉麦乡派出所同样在
寒冬中迎来了温暖的腊八节。民警
与当地村民一起制作了带有地域特
色的腊八粥，其中加入了酥油和青

稞，既体现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也展
现了浓浓的民族情谊。活动的特别
部分是吉林临江与西藏玉麦通过视
频连线互送祝福。屏幕两端，民警
和群众捧着刚刚熬好的腊八粥，互
致问候与祝福。虽然相隔千山万
水，但通过屏幕传递的情谊让所有
人感受到温暖与力量。“手捧着热气
腾腾的腊八粥，心中感到无比温
暖。”西藏玉麦乡村民达瓦卓玛在连
线中说道，“希望新的一年里，大家

都平安喜乐，事事顺意，也祝愿我们
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此次腊八节活动不仅是两地人
民欢度佳节的温馨时刻，也通过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拉近了边疆
民警与群众的情感距离，并凝聚起
守护边疆的强大力量。这场跨越千
山万水的腊八节活动，不仅为寒冬
带来了丝丝暖意，更为新的一年注
入了希望与力量。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社区居民、民警及家属齐聚一堂熬煮腊八粥 临江边境检查站供图

从事新闻工作35年，她始
终坚守在为民服务第一线；为
农民支招、挽损，她架起为民
服务“连心桥”；听“民声”解急
难，她用心用情把节目办到听
众心坎上；她就是白城市融媒
体中心综合广播频率总监蔡
春艳，播音名“春燕”，听众都
亲切地称她为“春燕大姐”。

白城是农牧业发展大市，
办出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广
播节目，帮助农民发家致富一
直是蔡春艳最大的心愿。她
曾经负责编辑主持《希望的田
野》《春燕信息网》两档对农节
目，精心打磨的节目既好听又
实用，赢得了广大农民认可。

老听众有句顺口溜：“天
天听广播，有事儿找春燕。”
2005年，洮北区双塔村农民小
凤哭着来找蔡春艳。由于没
在正规渠道购买种子，小凤家
1万斤绿谷子没人要，两口子
互相埋怨甚至要闹离婚。小
凤在白城没亲没故，凭着对

“春燕大姐”的信任孤身前
来。蔡春艳二话没说，赶紧联
系各个可能收购的地方帮她
推销。“不能让她失去对电台
的信任！”蔡春艳下定决心。
她和小凤顶着烈日奔走在大
街小巷，吃了无数次“闭门
羹”。正当二人一筹莫展之
际，白城牧业公司的经理打来
电话：“春燕啊，虽然谷子超出
我们的预算，但你们电台人全
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精神感
动了我，冲这个，1万斤谷子我
们全要了！”听到这句话，蔡春
艳和小凤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后来，小凤特意为蔡春艳
送来写着“做农民知心朋友，
为农民排忧解难”的锦旗。

常年与农民朋友打交
道，蔡春艳把自己“分”成了
三份：三分之一当农民，去了
解农民的所思所盼；三分之
一当主持人，赢得农民朋友
的信赖；还有三分之一要当
成农业专家，为农民传信息、
出实招、解难题，把广播真正
办到农民的心坎上。

蔡春艳牵头组建百人专
家服务团队，邀请农科院、畜

牧业学校的种养专家和知名
律师以及农业大户担任节目
顾问。2012年，我国多地爆发
小反刍兽疫，俗称羊瘟，发病
率和死亡率极高。一天半夜，
蔡春艳电话响了。“春燕姐！
咋整啊，羊都死了！”电话那头
农民哭着求助。蔡春艳立即
联系几位养殖专家赶到现场
帮忙诊断，经诊断就是小反刍
兽疫。随即她直播连线向农
民进行通报，提醒广大养殖户
做好防范，邀请专家在直播间
答疑释惑，讲清防治方法。两
个月后，疫情得到了控制。有
专家估算，通过节目宣传，为
农民避免近500万元经济损
失。

就业是民生之本，蔡春艳
深知就业稳则民心安。2022
年她精心策划播出一档服务
民生的节目《“职”等你来》，为
求职者推荐岗位，解答就业政
策。她还经常带着求职者去
试岗。

“工作还顺利吗？饮食生
活还适应吗？”11月27日晚，蔡
春艳结束忙碌的工作，连忙给
她心心念念的新疆女孩古丽
发消息问候。古丽与白城的
援疆干部恋爱结婚，跟着爱人
来到遥远的白城定居，人生地
不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
作，只好找“春燕大姐”帮忙。
蔡春艳觉得古丽适合做化妆
师，鼓励她好好学手艺，又带
着她去几家影楼试妆，从下午
1点试到晚上8点，最终一家影
楼决定聘用古丽。得知她工
作顺利，蔡春艳十分高兴。

“服务三农是标兵，心系
百姓有真情”，这是农民送给
蔡春艳的一面锦旗。通过电
波，“春燕大姐”亲切热情的
声音传到千家万户。她编辑
主持的《希望的田野》曾在中
央台展播，她带领团队打破
白城台广播剧空白，创作并
导演的五部广播剧获得吉林
省广播剧评比一等奖。她曾
入选“吉林好人”，近日入围
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
榜”候选人建议人选。

吉林日报记者 于悦

蔡春艳：

听“民声”解急难 架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