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来了，我就放心了，这么冷的天，你
们还跑到家里开庭，真是辛苦你们了。 ”一位
90 岁的老太太向唐河县人民法院桐寨铺法
庭表达着感激之情。 她的案件在桐寨铺法庭
“法庭+调解员”上门开庭、联合调解中成功
化解，案结事了。这是近年来南阳法院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抓前端，治未病”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动
“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活动深入开展的一个
小小缩影。

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枫桥式人民法庭”创
建工作成效纳入积分管理，对南阳 75 个人民
法庭工作现状开展分析研判， 确保人民法庭
创建活动高标准谋划、高站位起步、高质量推
进。截至目前，南阳法院已打造成型西峡县人
民法院双龙法庭“老姬调解室”、邓州市人民
法院构林法庭“老赵诉前调解室”暨“金穗工
作站”等 13 个创建品牌。 西峡县人民法院双
龙法庭创设的“四心工作法”，打造的“车载法
庭” 等经验作法使得该法庭连续多年服判息
诉率、调解率排名全市前列，将群众纠纷化解
于无形，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镇平县人
民法院石佛寺法庭建立的“1125”多元解纷工
作机制，推行“专业调解+行业调解”模式和
“维汉双语”工作模式，将 11 名国家级“玉雕
大师” 作为特邀调解专家参与玉石买卖纠纷
案件诉前调解； 邀请维吾尔族同胞调解少数
民族之间以及维汉群众之间的生产生活纠
纷，实现了矛盾不上交，风险不外溢。

“根深则叶茂，本固则枝荣。”市中级人民
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常晖表示，“坚持强基导
向，全面提升基层法院能力和本领，把矛盾纠
纷和隐患消除在基层， 法治南阳建设才会有
更加坚实的保障。 ”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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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授课内容详实，见解深刻，理
论联系实践紧密，对唐河法院的民商事
案件审判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对于
市中级人民法院到唐河县人民法院开
展业务指导培训， 统一裁判尺度的活
动，唐河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
云鹏如是评价。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审判理念，
化解南阳法院审判工作中的制约瓶颈
和问题症结，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市中级人
民法院坚持强基导向， 积极主动作为，
不断赋能基层法院提质增效。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强基导向 赋能基层法院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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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能动司法
构建“庭长 +”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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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级人民法院落实“四
级法院职能定位”改革要求，探
索构建“庭长+”工作机制，根据
每名庭长、副庭长的支部分工、
学历背景和专业特长， 明确其
“1+1+1+N+N”工作职责，即负
责一项党建创新、 一类案件研
究、一项品牌争创、数项工作分
工、数家基层法院结对指导。该
机制要求每名庭长、 副庭长在
结对联系中要做好“五员”，即
及时传达上级法院的各项决策
部署，当好政策宣讲员；实时解
答疑难复杂法律适用问题，当
好业务指导员； 帮助提升营商
环境评价相关指标， 当好营商
环境协调员； 每年对所联系法
院进行一次发改案件专题辅
导，当好案件质效提升讲评员；
结合二审案件审理情况， 分析
民商事审判廉政风险， 当好廉
洁自律提醒员。

“庭长+” 工作机制运行以
来， 不仅有效解决了上下级法
院之间的沟通协调问题， 更有
效解决了党的建设、 队伍建设
与业务建设的衔接融合障碍，
同时也实现了审判质效的大幅
提升。 对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质量管理指标体系（2024 年
版），2023 年南阳法院审判质
效稳步提升， 全市基层法院共
受理各类案件 204231 件，同比
下降 1.55%；审限内结案率、延
长审限率、超 12个月未结案件
比、 上诉案件移送时间指标均
优于最高法院参考区间。 该机
制被河南法制报、 人民网、“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宣传报道，并
被河南省营商办作为营商环境
典型案例推荐展示。

突出问题导向
推进党建业务“双融合”

“坚持党的领导是审判工作必须
始终遵循的根本原则， 现实中普遍存
在着‘政治与业务’‘党建与审判’融合
度不高的现象。 ”镇平县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 副院长郭云铁说，“今天的授课
既注重业务更注重党建， 既着眼审判
又注重政治， 真正将审判业务融入党
建引领，让党建引领指导审判实践，很
多看似疑难复杂的问题， 在党建引领
的指导下不仅简单明了， 而且变得更
加容易解决。 ”

为有效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
问题，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责任赋予各业
务庭庭长，由他们组织开展党建业务同
堂培训、实地调研指导、通报讲评等活
动，围绕基层党建工作和优化营商环境
等审判工作，深入挖掘问题、分析原因、
研究对策，一体推进党建与审判主业高
质量发展。 2023 年，市中级人民法院结
合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新理论、 新理念、
新要求， 就如何通过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责任担当、提升服务意识，把握好公
正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好“三大效果”的
有机统一、解决好“类案不同判”的现实
矛盾、把控好庭审过程与裁判细节等方
面的问题，开展金融纠纷、民间借贷纠
纷、建筑工程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纠
纷等审判实务专题法官讲堂 4 次，下沉
到新野、镇平、卧龙等 8 家县区法院针
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能动司法
实践、司法行为规范等方面开展调研督
导 6 次，推动纠纷实质化解，努力实现
“公正与效率”。 以民事案件为例，2023
年，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民事二审案
件 8231 件，同比下降 10.21%，民事二
审案件申请再审率同比下降 16.53%，
民事案件案件比、上诉率、申诉申请再
审率等核心质量指标均位居全省法院
前三名。 涉营商环境案件平均审理天
数 32.63 天，同比缩短 11.23 天，执行
合同指标位居全省第三名。

强调效果转化
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抓好审判执行主责主
业，持续巩固审判执行质效，市
中级人民法院开展精准化业
务指导，真刀真枪，力求实效。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每位结对
法官都要立足对接基层法院
案件被发改的具体情况，进行
“定制化”讲评、指导，既要说
明发改案件中的共性问题，又
要深入剖析个性问题，从裁判
理念、审查要点、审理现状、处
理办法等多个角度进行全面
讲解，并对关键性问题进行交
流式研讨，破除思维定式和惯
性做法，有效提升基层法院法
官的审判能力。

2023 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庭召开全市法院业务
指导研讨会 1 次， 制定法官会
议纪要 7 件， 研究实施民间借
贷、金融审判裁判指引 2 份，分
9 类对发改案件通报讲评 22
次，为基层法院“量身定作”案
件动态及发改分析报告 14 份，
庭长带头到高新、镇平、社旗、
邓州等 7 家基层法院督导发改
案件、 金融审判等案件处理工
作， 针对影响条线案件质效提
升的主要障碍问题“开方抓
药”。庭法官会议研究基层法院
咨询的疑难复杂法律适用问题
78 件次，庭长、副庭长接受基
层法院法官案件咨询并提供指
导建议 325 件次， 切实夯实基
层基础建设，提高案件质量、效
率和效果。

践行司法为民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西峡县人民法院双龙法庭“老姬调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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