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四
编辑 王琪文 美编 王司宇 质检 王朝荣

站在家事审判改革的新起点
上，西峡县人民法院五里桥法庭以
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创新凝练
出“西语和风”家事少年审判品牌，
以“细分服务、法语绵长、联动和
合、助力家风”理念推动家事审判
工作，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把矛盾
纠纷处理在法庭、 调处在基层、解
决在当地，有效预防了家事纠纷中
民转刑、刑转命案件的发生，以实
际行动助推“三不四零”目标责任
建设，将家事审判有效融入基层社
会治理大格局。

西峡县人民法院五里桥法庭将家事审判融入基层治理大格局

做好家事审判 促进社会和谐
□本报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王晶雅 文/图

创新举措
织就家庭“解纷网”

“离婚！ 必须离！ 我绝不调解！ ”
“我也不调解！ 我坚决不同意离婚！ ”
张先生和刘女士这样的离婚案件只是

五里桥法庭每年众多家事案件中的一起，
但对于当事人来说， 却是影响他们人生的
大事。 熟人社会中的家事纠纷，症结在于根
源性的情感纠葛， 五里桥法庭家事审判团
队采用“三引导一评议”特色工作法，引导
双方在庭审中打开心结，倾诉心声，合理利
用亲属会议室， 邀请双方亲属共同化解矛
盾纠纷，最终双方达成和解，避免了一个家
庭的破裂。

把准家事案件的“脉”，五里桥法庭对症
下药，不断创新审判理念，在离婚纠纷中探
索圆桌审判，设置八个特色功能室营造柔和
氛围，降低对抗情绪，推行“三引导一评议”
特色工作法， 引导双方当事人认清错误，帮
助树立健康婚姻观，助推夫妻关系修复。 坚
持常态化判后回访，依托审判团队，成立回
访小组，对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家事案件和涉
老涉小案件，建立回访台账，不定期通过实
地走访、微信聊天、法庭约谈等多种形式予
以回访，对回访发现的问题，制定处理方案，
及时会同基层组织、 相关职能部门跟踪处
理，实质性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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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联动
筑起安全“保护墙”

“有了这份保护令，我心里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 ”杨女士收到了法官现场
送达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后安心地
说。据了解，这也是五里桥法庭依法发
出的第二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遭受丈夫李先生家暴后， 杨女
士选择报警， 并向五里桥法庭咨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流程。 经
依法审查，法官认定，申请人杨女士
符合申请条件，遂依法作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裁定，并及时将《人身安
全保护令》 推送至杨女士住所处的
派出所，及时保护了妇女合法权益，
避免家庭矛盾进一步扩大化。

五里桥法庭还与当地妇联、社
区进行合作， 为当事人安排专业的
心理咨询师在法庭内的“心灵驿站”
进行免费心理疏导， 耐心细致地做
思想工作，化解当事人内心郁结。

在人身安全保护上下足功夫的
同时， 家庭教育工作也齐头并进。
2023 年 6 月， 五里桥法庭发出南阳
市首份《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并建
立起《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随案发
放机制，促进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凝聚合力
搭建调解“联合线”

“我要起诉我的儿子（女
儿），他们不养我！ ”类似这种
控诉子女不孝的情况时有发
生，如八旬老人拄着拐杖到法
庭来要求三个儿子负起赡养
义务、重病老人控诉女儿的不
孝行为。

每每接待这样的老人，法
官们总会采用“梳劝帮导”式
调解法，详尽了解情况，细致
答复问题， 及时劝慰开导，面
对涉诉的老年人，五里桥法庭
建立起“适老型”诉讼服务机
制，推行诉讼能力分级、陪同
诉讼等特别权利保护举措。

为了使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五里桥法庭党支部与辖区
党委政府成立联合党支部，视
情况召开联席会议，邀请当事
人所在区域党员参与具体案
件调解。同时聘请两名在家事
方面具有深厚经验的驻庭调
解员， 专门开展家事调解工
作。 加强社会力量介入，常态
化联络当地热心调解工作、有
社会威望的人员，担任家事调
解员、情感观察员、心理疏导
员，多方联动，齐心协力，形成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同心圆”，
引导人民群众通过非诉讼方
式解决矛盾纠纷，推动矛盾纠
纷就地化解，努力做到“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
上交”， 搭建起一条矛盾纠纷
共化解的“联合线”。

助力家风
融入治理“新格局”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
幸福则社会祥和， 家庭文明则社
会文明。 ”聚焦家风和谐融入基层
治理， 五里桥法庭以创建的南阳
市首家“家风家教示范基地”为依
托，通过举办家庭教育报告会，家
庭教育实境课堂、 发布典型案例
等方式常态化开展优良家风家教
宣传活动， 打造社区党员干部群
众党性和家风教育示范基地，倡
导正确家庭观。 持续开展“车载法
庭”巡回审判，用群众身边的真实
案例教育群众， 努力实现审理一
案，教育一片。

结合审判实践，发布以“司法
统计分析+司法建议+典型案例”为
内容的《家事审判白皮书》，加强审
判业务团队与党委政府和公安、民
政、教育、妇联、共青团等部门的沟
通联络， 完善家事纠纷化解机制，
共谋治理良策，推动家事审判与服
务社会综合治理协同发展，将人民
法庭定纷止争职能向源头、向前端
不断延伸， 有效减少纠纷的发生，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五里桥法庭将继续坚持和发
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家事审判
中的作用， 把家事审判中未成年
人、老人、妇女权益保护融进社会
治理大局，统筹推进“三不四零”
目标高质量发展， 在司法一线守
护万家灯火， 在人民心中绘就美
好“枫”景。 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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