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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

处于纠纷诉讼与非诉讼解决的衔接环节，是人民法院“基层的基层”，是化解矛盾纠纷、调节利益关系、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沿阵地，在基层社会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中的责任重大。近年来，东台市人民法院

将助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在时堰人民法庭开展试点，通过与法庭所在辖区的

派出所、司法所、劳动服务所等共同构建“一庭三所+”多元解纷新模式，使大量矛盾纠纷化于未发、止于

未诉，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2016 年至 2018 年，时堰人民法庭年均受理案件数

仅 459件，与盐城法院系统人民法庭年均受理案件数相比低 350件左右；2019年，受案数继续下行，同比

下降 6.3%。辖区“民事案件万人起诉率”连续 5年位于 3‰以下，不到东台市委政法委相关文件明确的 6‰

限定值的一半，呈现出矛盾纠纷总量逐年下降，群众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逐年上升的良好态势。时堰人民

法庭先后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两次荣获全省优秀人民法庭称号，《人民

法院报》多次大篇幅推介报道该庭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经验做法，“一庭三所+”多元解纷模式入选盐城市

2019年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

实现“三种转变”，集聚多元解纷的各方合力

更新理念，由一元思维向多元思维转变。充分认识纠纷产生原因的多样性，推动化解方式的多元化，

有效激活辖区非诉解纷资源，实现纠纷有效预防和源头治理。在党委政府统筹协调下，通过搭建“一庭三

所+”联动解纷平台，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桥梁纽带和法治保障作用，引导、推动各类非

诉解纷力量发挥自身优势，促进纠纷依法、及时、妥善调处。健全机制，由单兵作战向多方合力转变。由

法庭牵头，积极争取“三所”支持，协调综治、信访、自然资源和规划、税务、市场监督、村居社区、行

业协会等多种力量，出台《关于开展“一庭三所+”共建和谐乡镇活动的实施方案》，有效整合各类非诉解

纷资源，建立“信息共享、隐患共查、风险共防、矛盾共解”的联动合作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由法庭

“兜底包揽”向党委政府主导、“一庭三所”协调联动、多方力量共同治理转变，实现多元融合、共治共

享。延伸触角，由被动受理向主动防范转变。坚持以季报、年报两种方式对涉诉纠纷进行归类统计，找出

成讼原因、提出对策建议，为辖区党委政府、“三所”及基层组织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水平提供科学决策

依据。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主动为辖区重大项目引进、重点工程建设、重要合同洽谈提供法律指导和涉诉

风险评估，从源头上减少、消弭诉讼隐患。近三年，共发送《诉讼态势分析通报》39期、解答法律咨询近

50次、协助作出风险评估报告 19份，帮助避免和挽回损失 1540余万元。

坚持“三个突出”，凝聚多元解纷的浓厚氛围

突出排查预测，及早掌握矛盾信息。通过片警、网格员、司法协理员、驻村法官工作室等 4种渠道和

“五老”人员、平安志愿者、行业协会等 3类社会力量开展矛盾纠纷日常排查。做到贫困农户、外来租户、

留守人员、矫正对象、重点企业“五个必到”，以及突发事件、安全隐患、不稳定因素、重点人头异常情

况、损害群众利益行为“五个必报”，及时掌握矛盾纠纷“第一手”信息，确保不疏漏、见事早、行动快。

突出研判预警，从严管控风险隐患。实行一周一碰头，每周组织联动成员单位召开会议，梳理掌握纠纷动

态；一月一调度，每月从排查出的基础矛盾信息中筛选出 10件重大、复杂纠纷，逐一包案化解；一季一研

判，每季度向党委政府通报“一庭三所+”矛盾纠纷处置情况，汇集分析发展趋势和苗头性问题，提出对策



建议。突出源头预防，切实减少纠纷成讼。针对辖区不锈钢、耐火材料等产业经济活跃、企业众多的特点，

与“三所”及相关行业协会共同制定《涉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明确涉企突发事件多元化处置流程。

特别是对弃企逃债、集体讨薪、重大伤亡赔偿等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的纠纷，法庭第一时间介入，

提供调解指导意见，合理衡平企业与劳动者权益，超前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依托联动机制，近三

年，诉前化解各类涉企纠纷 280余起。

深化“三项机制”，汇聚多元解纷的有力抓手

设点建站，深化诉调对接机制。对一般纠纷，由驻庭人民调解工作室直接“坐诊”调处；对婚姻家庭、

道路交通损害赔偿、物业服务等多发易发纠纷，流转至各专业调解委员会“分诊”调处；对重大疑难复杂、

矛盾对抗激烈、社会影响较大的纠纷，邀请“三所”及基层组织共同“会诊”调处。近三年，驻庭人民调

解工作室、专业调解委员会共成功调处纠纷 360余起，接近同期受案数的 20%；“一庭三所+”等协同调处

重大矛盾纠纷 60余起。编网布线，深化法官村长机制。将司法资源能动纳入辖区社会治理网格，厚植“法

官村长”品牌优势，选取 6个矛盾纠纷多发村居，构建“一网格一法官”工作模式，着力发挥“法官村长”

法治宣传员、矛盾调解员、法律咨询员、舆情信息员、工作指导员等“五大员”作用。近三年，“法官村

长”共开展法治宣讲 46场次，发放《德育普法手册》《预防家暴须知》《民生案例指引 50例》等普法宣

传材料 1350余份，源头调处各类纠纷 297起。经纬联合，深化庭所共建机制。坚持“引入外力补司法，输

出司法育多元”理念，积极配合“三所”依法调处纠纷。派出所在处理人身、财产侵权等纠纷时，及时与

法庭联系，互通情况，通过治安调解化解纠纷；司法所对发生的一般民商事纠纷，在法庭参与下，由相关

人民调解组织处理，避免纠纷成讼，对需要司法确认的及时确认；与劳动服务所联合开展“加强庭所共建、

共建劳资和谐”活动，引导劳资双方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近三年，共指导和帮助“三所”调解纠纷 223

件，为群众节约诉讼费用 4万余元。

推动“三重融合”，积聚多元解纷的发展动能

与开展巡回审理相融合，实现共进双赢。着力构建以乡镇审务工作站为龙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支

撑，农家院落、田间地头为网点的巡回审理工作格局。精心选取乡村易发生且基层群众感兴趣的有典型意

义的赡养抚养、相邻关系、土地流转等纠纷，到案发地公开开庭 87件次，旁听、受教育群众累计 4600余

人次。实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安定一方”的良好效果，使得群众自觉守法的意识、遇事找法的习

惯、解决问题靠法的能力不断增强。与助推基层稳定相融合，实现提质赋能。一批镇村干部通过参与“一

庭三所+”工作，法律规范意识、依法调处意识得到显著加强，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得到切

实提升。相关行政机关、基层组织、行业协会积极参与“一庭三所+”工作，一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

问题得到有力解决，有效减少了辖区内重大矛盾纠纷的发生和激化，乡村治理工作呈现稳定、有序、可控

的良好局面。与青年人才培养相融合，实现星火传承。将“一庭三所+”工作融入法院“实施引航工程·推

进星火传承”人才培养机制之中，规定青年干警进入法院后，必须先到人民法庭“墩苗”历练 1至 2年。

期间，由资深法官带领共同参与法庭和“三所”等调处纠纷的活动，通过导师引领、实地指导、现场感悟，

让青年干警在乡村治理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

干。近三年，40周岁以下青年干警办结该庭近 70%的案件，多人因实绩突出、表现优异走上中层领导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