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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2024
年全市法院三季度数据会商暨积案清理工
作推进会，通报分析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法
院的审判质量管理指标数据运行情况，部
署相关重点工作，动员全市法院紧紧抓住
全年关键期，真抓实干、精抓细干、埋头苦
干，圆满完成全年审判执行工作任务。

“要认真开展数据分析，深入查找司法
理念、裁判标准、政策把握、监督指导、审判
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进一步强化
院庭长阅核监管。”“要坚决贯彻‘当改则
改、慎重发回、定分止争’工作要求。”“要严
格落实类案检索要求，不断提升法官的审
判能力。”就如何强化案件质效管理，市中
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吴青
山在两级法院数据会商会上提出了具体要
求和举措。

据悉，截至9月30日，全市法院新收各
类案件70633件，结案67151件。前三个季
度，两级法院绩效整体运行情况良好，但也
存在个别基层法院指标数据异常或偏离参
考区间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全市
法院要调整审判管理思路，以问题为导向，
以数据为抓手，紧盯目标、创先争优，努力
推进全市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稳步提升。

市中级人民法院强调，要坚持系统思
维，做优管理提质效。坚决摒弃唯数据论，
突出真抓实干，实现审判质效与人民群众
满意度“双提升”；彻底吃透指标体系的导
向与内涵，用最优质量、最高效率、最佳效
果处理好每一个案件，让人民群众真切感
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正确看待减负和
加压，更好发挥指标体系“指挥棒”作用，激
活每一名法官的工作潜力和动能。要坚持

问题导向，强化督导补短板。认真总结工
作经验，针对发现的问题，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从“零”开始，强化案件质效
管理，进一步优化长效清理机制，院庭长跟
踪督办，因案施策推进积案清理，重视政法
协同大数据平台的应用，层层压实责任，逐
条逐项加以解决。要坚持目标导向，压实
责任再奋进。强化创先争优思想认识，开
展办案进度攻坚、质效提升攻坚，切实做好
涉法矛盾纠纷大排查，一体推进审判执行、
队伍建设、警务安保、安全保密等工作，防
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努力推动全市法院
各项工作走在全省法院前列。

用好“指挥棒” 打赢攻坚战
——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进全市法院三季度数据会商和积案清理工作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王荣 实习生 洪佳莉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4
日，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市
人社局、市总工会、共青团
邵阳市委、市妇联联合举
办的2024年全市法院司法
警察警务技能竞赛举行。

来自全市法院12支代
表队的 180 余名司法警察
在比武竞赛中，围绕执法
理论考试、100 米障碍组
合、团体应急棍、匕首操、
警用手枪实战射击、男警
1000 米/女警 800 米全装
跑、特勤（死刑）执行捆绑
实操等比武科目同场竞
技，一决高下。图为竞赛
现场。
艾哲 陈凌云 洪佳莉

摄影报道

“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
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人民调解员。”武
冈市每年化解矛盾纠纷4000余件，调处成
功率达到98%以上。

近年来，武冈市充分发挥“背包式调
解”上门服务、简单快捷优势，进一步推进
警源、诉源、访源“三源共治”工作。在医疗
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矛盾
纠纷多发领域分别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
民调解委员会。同时，大刀阔斧改革、培
训、规范调解员队伍，1808名调解员全员上
岗，覆盖315个村（社区）、18个乡镇（街道）
调委会，全面构建覆盖全域的人民调解组
织网络。

上门服务
打通调解为民“最后一公里”

“如果不是你们帮助及时争取，我家老周
接下来的医药费都不知道在哪里，一旦耽误
黄金救护期，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太感谢
了。”近日，武冈市某幼儿园校车司机周某的
妻子拉着调解员的手激动地说。今年7月，
校车司机周某将学生接送至该园后休息，午
间在上厕所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晕倒在厕所，
幼儿园获知后立即将其送至武冈市人民医院
住院救治，在支付了医疗费两万元后就不再
续费。家属一时焦急万分，申请该镇调委会
调解。调解员肖祥文在了解情况后，整理好
材料背起背包赶往幼儿园。

调解员在调查过程中收集了相关证

据，分别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和建议，告知了
双方在调解中的权利和义务，要求双方围
绕法律法规提供证据，摆事实讲理由。后
因赔偿金双方争议太大，调解一度陷入僵
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调解员放弃休息
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分别找双方当事人宣
传法律法规，以案释法，并找到周某的“家
户长”，将纠纷调解情况进行了交流，希望
他协助调解小组依法解决双方的矛盾。最
后，在多方“面对面”交谈和调解员的精心
疏导下，双方最终达成一致。

“背包式调解”就是上门服务，就是哪
里需要往哪里搬的“革命砖”。武冈市通过
社会治理创新开放共享总平台中的网格化
小程序，将各类矛盾或问题归纳“打包”，实
现分工细作，下沉服务。工作准备“拎包即
走”，事不解决“背包不放”，疑难问题“打包
会诊”，调处结果“放包见效”，打通调解为
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就地解决
简单快捷“矛盾纠纷不上交”

近日，武冈市邓元泰镇一起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案引发争议，湖南某食品
有限公司与该镇三个村签订了土地流转合
同期间，将一部分土地租赁给某新能源公
司建设光伏发电站，引发当地两个组村民
不满，村民发现后立即予以制止并向某村
委会报告，并要求某新能源公司立即停止
侵害，恢复原状。在各方当事人协商未果

的情况下申请调解。
调解员李波背起背包第一时间到达现

场，通过认真调查，了解纠纷事实，抓住矛
盾的焦点，释法明理，有针对性做工作。同
时充分通过“情、理、法”的融合，巧妙化解
了双方在争议焦点中产生的矛盾。最终，
用最短的时间促使双方各自作出让步，达
成新的协议，重新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背包式调解”不仅简单快捷，而且还
达到了“矛盾纠纷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目
标。调解员的背包内不仅放有调解委员会
印章、工作手册，还有普法等宣传资料。“背
包式”调解员们深入田间地头，走街串巷地
化解矛盾纠纷，给群众提供“一站式”上门
服务，为助力乡村振兴建设提供有力的法
治保障。

自“背包式调解”工作推行以来，武冈市
进一步强化市、乡、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平
台功能作用。在原有“三级五调”“一站式矛
调中心”“三长六老”调解机制基础上，将“家
户长”“村辅警”“一村一法律顾问”等力量纳
入人民调解组织，打造驻所人民调解室，推
动调解网格触角触及到基层治理各方面，切
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真正实现“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基层群
众调解满意度由85%上升至95%。

发挥“背包调解”优势 实现纠纷源头化解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王武 曾令旭 实习生 洪佳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
员 罗沛 戴瑞） 10月12日，市人民检察
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唐志军化身

“宣讲员”，带队到帮扶联系的邵阳县九公
桥镇九公桥村开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宣讲活动并调研驻村乡村振兴工作。

宣讲会上，唐志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以村民关心的事入手，从充分认识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
推动贯彻落实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地阐释
和宣讲。重点强调了全会对“三农”工作的
重视以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并结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介绍了
邵阳检察机关“检察护企”“检护民生”专项
行动等相关工作，让参会的党员群众对检
察工作也有了更深入地了解。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宣讲主题鲜
明、内容全面，对全会精神有了更加深刻地
理解和认识，精神上备受鼓舞，为今后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

化身“宣讲员” 惦记民生事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段 祥 斌 周 孝 林 实习生
洪佳莉） “感谢检察院对我
小孩的关心和帮助，她目前正
在恢复。”10月15日，司法救助
金对象刘某的监护人为武冈
市人民检察院送来一面印有

“公正执法护民生 司法救助
暖人心”的锦旗，表达对检察
机关的诚挚感谢。

户籍地为新宁县的刘某
系一起交通肇事案的未成年
被害人，身体受到严重伤害，
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犯罪嫌疑
人无力进行赔偿，刘某生活举
步维艰。发现这一情况后，武
冈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
门及时将线索按照司法救助
移交机制移送该院控告申诉
检察部门办理，从司法救助的
角度缓解刑事案件被害人生
活困难。

该院经审查，综合认定
刘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
决定对其开展司法救助。同
时，考虑到刘某家庭实际情
况及后续医疗费用开支等问
题，该院提请市人民检察院，
商请新宁县人民检察院开展
联合司法救助。三家检察机

关对此高度重视，迅速联合
开展实地走访，到救助申请
人家中以及其户籍所在地村
委会等进行调查核实。刘某
身体虽有所好转，但还不能
完全自理，其父母离异，跟随
母亲生活，母亲因需在家照
顾其生活起居，无固定工作，
家庭生活困难。为此，三家
检察机关为刘某开启了救助
案件“绿色通道”，帮助救助
申请人刘某申请到国家司法
救助金共2.8万元。

在开展联合司法救助的
同时，武冈市人民检察院积极
协调武冈市妇联等相关部门
综合开展社会救助，最大限度
帮助被害人家庭“救急解困”。

今年来，武冈市人民检察
院抓实“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不
断深化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拓
宽救助渠道，完善救助机制，切
实保障了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
益，共办理司法救助案件20余
件，发放救助金10余万元。

“三院”联动 架起司法救助“爱心桥”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伍先安） 为加强校园周边
交通安全管理，深入推进学
生交通安全提升行动，自秋
季开学以来，市公安局交警
支 队 组 织 各 县 市 区 交 警 大
队，通过采取调查研判、完善
设施、强化整治、宣传教育等
措施，对学生的安全出行常
抓不懈。9 月 1 日至今，我市
共开展涉校车道路交通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 5 次，检查校车
135 台/次，查处校车重点交
通违法行为 25 起、家长和学
生未戴安全头盔骑乘电动车
违法行为870起。

在交警支队的统一部署
下，各县市区交警大队积极
联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开
展学生上下学出行方式调查
和接送学生车辆排查，合理
规划护学泊位和安排“护学
岗”，进一步完善学校周边区
域警告标志、机动车限速标

志、过街设施、信号灯、禁停
网状线五类基础管理设施。
并在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集
中通行的重点路段时段，增
设临时执勤点，开展集中整
治行动，严查超员、超速、非
法改装、“黑校车”等违法行
为。同时对驾乘坐摩托车、电
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不
按信号灯通行和驾乘坐汽车
不使用安 全 带 的 学 生 及 家
长，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力度，提升学生
及家长道路交通安全自我防
范意识。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各县
市区交警大队还会同当地农
村派出所民警、“两站两员”工
作人员，在学生集中出行路段
以及校园周边路段，及时劝
阻、纠正非载客车辆集中接送
学生上下学交通违法行为，共
同守护邵阳市农村地区学生
的安全出行路。

交警多举措守护平安上学路

为加强秋季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通过现场执法，对电动车逆行、闯红灯、不走专用车道
以及驾乘人员不戴安全头盔行为进行监管。图为10月13
日，双清交警大队在路面开展执法。 伍先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