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铸天平 勇担使命谱新篇
——记“全国模范法院”“全国优秀法院”襄城县人民法院

本报记者 董巧霞 李小娟 通讯员 崔佳

在襄城县紫云山脚下、汝河之滨，有一支公正司

法、一心为民、勤政廉洁、勇于创新的光荣团队，它的

名字叫襄城县人民法院。

翻开该法院2015年以来的荣誉簿，5个“国字号”

荣誉赫然在列——“全国模范法院”“全国优秀法院”

“全国优秀司法警察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家事审判工

作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先进集体”。

在许昌法院系统，这是绝无仅有的。

荣誉，意味着肯定和褒奖，背后是责任和担当、奋

进和拼搏。11月 28日，迎着冬日暖阳，记者来到该法

院采访，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光荣的集体是如何和着时

代节拍，向前大踏步迈进。

11 月 19 日，初冬，寒意渐浓。位于襄城县骆驼岭上的襄城县人民法
院森林生态恢复基地里，在法官、公安民警等的监督下，因滥伐林木罪被
判刑的田某、魏某种下了 26棵桂花树。

对滥伐林木等案件的被告人，在传统刑罚之外附加复耕补种的措施，
是襄城县人民法院的一项创举。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同样也是司法事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作为基层法院，近年来，该法院始终坚持以创新思维优化和拓展服务内
涵，充分发扬“想干、敢干、会干、实干、苦干、巧干”的精神，砥砺前行，攻坚
克难，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为保护绿水青山，2016 年，该法院在我市率先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合议
庭，并于 2017 年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率先在全省实行环境资源民事、刑
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审理模式，利用专业化审判的集聚优势，秉持“恢
复性”司法理念，在保障权利、维护秩序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有效恢
复，实现惩治犯罪与保护生态的双赢。

为方便群众诉讼，该法院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借助
互联网，先后完成了“网上诉讼服务中心”“网上法庭”“网上执行局”等平
台建设，实现了从立案、调解、开庭、文书送达到执行的“一条龙、一站式”
网上诉讼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

为给群众提供一个高效、便捷的交通事故纠纷解决平台，该法院牵
头，联合交警部门、保险行业、律师机构、调解组织等，成立了全市乃至全
省首个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纠纷。

为让正义在“最后一公里”提速，该法院率先在全省法院系统推行“分
段式执行”流程管理工作法，优化执行权配置，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在全
省率先启用“无人机”参与执行，地空联动精准锁定“老赖”；实行执行催告
制，发送执行催告书及“执行风险十本账”，自动履行率不断上升；尝试“人
民观执团”，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
一项项创新举措，一件件为民实事，让襄城县人民法院各项工作走在

了全市乃至全省法院的前列，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
2015 年 1 月，该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优秀法院”；2016 年 2

月，该法院又被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模范法
院”荣誉称号，这是全国基层法院先进集体的最高荣誉。

这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法院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既是一句简单的民间
俗语，也是一道古老的司法难题。但在襄城县人
民法院，这道难题有了新解法。

作为全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
法院，2016 年以来，该法院积极探索，大胆创
新，打破传统的家事纠纷审理模式，将案件审判
由侧重财产权益保护转变为全面关注当事人身份
利益、人格利益、情感利益和财产权益，努力实
现“案结、事了、家和”。

试点工作开始后，该法院做的第一件事便是
转变理念，变“一判了之”为“和”字当先，把
调解作为家事案件的前置程序，将家事审判纳入
全县大平安格局，借助县综治办、县文明办、县
妇联、县教体局、县民政局等五部门的行业优
势，与之诉调对接，共建平安、文明、和睦、智
慧、幸福“五个家庭”，打造多元化纠纷化解新

格局。
一些在当地德高望重、热心公益、崇尚法

治 、 群 众 工 作 经 验 丰 富 的 人 大 代 表 、 政 协 委
员、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退休干部等，
也被该法院聘请到家事调解员队伍中来，帮助
调处家事纠纷。

“ 在 我 们 受 理 的 家 事 案 件 中 ， 离 婚 案 件 占
80%至 90%。”襄城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冀超良告诉
记者，“夫妻离婚，从小处说，是家事；从大处
说，则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这些年，由于家庭
破裂和家庭危机，导致社会问题频发，比如问题
少年、老年人赡养等。”

针对离婚纠纷，该法院为当事人设置了一个
最长 30 天的“冷静期”，由家事调解员予以调
解。经调解和好的，家事调解员记入笔录；经调
解达成离婚协议的，当事人持协议到民政部门办

理离婚手续；调解不成的，家事调解员出具证
明，当事人持此证明到法院登记立案。

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及时解决离婚纠纷，
在襄城县范湖乡，该法院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婚姻
案件诉前调解委员会。

“ 针 对 家 事 案 件 的 特 点 ， 结 合 每 个 审 判 节
点，我们创设了富有温情元素的‘六书一桌’。

‘一桌’即圆桌审判，‘六书’分别是离婚风险告
知书、家事案件开庭笔录、家事法官寄语、家事
判决书、离婚证明书、调解和好书。”该法院家
事审判庭庭长彭洋介绍。

试点两年来，该法院共化解各类家事纠纷
2511 起，群众满意率达 93.6%。在今年 7 月召开
的全国家事审判改革总结大会上，该法院家事审
判庭被表彰为“全国法院家事审判工作先进集
体”。

这里有一群善断家务事的法官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许昌·奋楫弄潮 年值班总编 黄延伟

编辑 李小娟 校对 李海涛

4 2018年 11月 30日 星期五

在襄城县建设路东段路北，有一个小院子。
院子里，一栋悬挂着国徽的米黄色两层小楼显得
与众不同。楼前，鲜红的国旗迎风飘扬。旗杆下，

“为人民服务”5个金色的毛体大字格外醒目。
这里就是襄城县人民法院城关法庭。法庭不

大，只有 7 名干警，但荣誉不少，今年年初还被
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先进集体”称号。

走进城关法庭，文化气息扑面而来。院墙就
是文化墙，自南向北依次为“行为文化”“审判
文化”“法庭文化”“廉政文化”四个主题，对应
一年四季。其中，春代表行为文化，寓意法庭干
警生机勃勃；夏代表审判文化，寓意司法为民红
红火火；秋代表法庭文化，寓意法庭工作硕果累
累；冬代表廉政文化，寓意整治腐败铁面无私。

“2014 年，在改造庭院的同时，我们还在后
院食堂楼上兴建了全省法院系统首个‘人民法庭

史馆’。”该法庭庭长李欢告诉记者。
同文化墙一样，史馆也分四大主题，分别为

“荣誉殿堂”“时光隧道”“审判岁月”“基础建
设”，通过实物、图片、文字等形式，生动地展
示了 1951 年以来襄城县人民法院基层法庭的前
世今生、所获荣誉，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审判服
装、裁判文书的变革。

城关法庭被戏称为襄城县“最忙法庭”，每
年办理的民事案件数量约占全县民事案件总数的
60%。为提高审判质效，在对案件繁简分流的基
础上，城关法庭想了不少招儿，比如“五日定
制”工作法。

每周五下午，是城关法庭的例会时间。会
上，每位法官都会根据案件进度，确定下周 5 个
工作日哪些案件需要结案，列明案号、立案日
期、当事人信息等，变办案进度、结案时间由承

办人自由掌握为集体掌握、全庭监督，把软任务
变成硬指标，倒逼进度。

针对简易程序审理的案情简单、事实争议不
大的民商事案件，该法庭大胆推出了表格式、令
状式和要素式三种简化格式判决书。“瘦身”后
的判决书，虽在格式上略有差别，但都是在保证
文书质量的基础上简化文字，突出关键信息，便
于当事人阅读理解。

“我们是襄城县‘智慧法庭’试点，也是许
昌首个信息化法庭，安保、查询、开庭、送达、
卷宗等全部实现信息化。只要有电脑、网络、音
视频传输设备，我们千里之外也能完成庭审。”
李欢自豪地说。

据 统 计 ， 该 法 庭 每 年 远 程 视 频 开 庭 近 100
起，网上调解近 200 起，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诉
累。

这里有一个“全国先进”的小法庭

“在人民法院里
有这么一抹蓝
犹如一条丝线
穿梭于法官之间
服务于各类审判
在肃重的法庭里
有这么一抹蓝
他们传递着证据
维护着庭审的安全
……”
采访中，一首名为《法院的一抹蓝》的诗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诗的作者是襄城县人民法院司
法警察大队大队长程帅兵，写的就是司法警察。

说起法院，人们的第一印象都是身穿法袍、
端坐法庭之上的法官，很少关注不着法袍、不佩
法徽却时刻出现在审判法庭、执行现场、押解途
中的司法警察。其实，公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
他们的一份坚守。

近年来，该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坚持政治建警、

素质强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的方针，遵循“建队
伍、严管理、强保障”的工作思路，全面提升司法警
察队伍履职能力，为全院审判执行和安全保卫工
作提供强有力的警务保障，实现了连续 15 年安全
无事故。2015 年，该法院司法警察大队被最高人
民法院评为“全国优秀司法警察先进集体”。

逢进必检，把好“入口关”。在该法院，凡是
外来人员、车辆进入法院办事，一律实行逢进必
检、疑物必查。查看身份证，过安检仪，手检，放
行，这套安检动作，值班司法警察每天可能要做
几百遍，每一次都是一丝不苟地完成，用细心、耐
心筑起安全防线，将干扰审判、影响秩序的行为
阻隔在外。据统计，今年以来，该法院司法警察
大队已进行门卫安检 34191 人次，最多的一天检
查了 500余人。

保卫法庭，当好“守护神”。程帅兵告诉记
者：“提押、看管、值庭、还押，这个程序我们几乎
每天都进行，每一次都谨小慎微，不容半点儿差
池。”今年以来，该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刑事值庭

333 次，押解被告人 410 人次，出警 1230 人次；民
事值庭 131 次，出警 404 人次，未发生过被告人脱
逃或自伤、自残事件。

配合执行，变身“钢铁侠”。在奋力决战“用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战役中，该法
院司法警察大队与执行局密切配合，通力协作，
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起到了独当
一面的作用，成为执行工作的重要力量。在查
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财产，搜查被执行人住
宅，拘留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被执行人时，司法
警察总是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今年以来，该法
院司法警察大队共协助执行案件 32起。

“ 百 舸 争 流 ，奋 楫 者 先 ；千 帆 竞 渡 ，勇 进 者
胜。”襄城县人民法院院长秦学海表示：“回望过
去，成绩来之不易；展望未来，倍感任重道远。今
后，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紧紧遵循司法审
判基本规律，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审判管理的新路
径，以法律的名义，用理想、信念、智慧、责任，书
写和诠释司法公正。”

这里有一支业务精湛、作风严谨、保障有力的司法警察队伍

省委政法委综治办调研组莅临襄城县，调研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工作，对襄城县人民
法院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许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宏伟（前排右二）带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莅临
襄城县人民法院调研工作，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韩玉芬（前排左一）陪同。

襄城县人民法院院长秦学海（右一）为襄城县国有林场老职工
颁发聘书，聘请其为襄城县人民法院森林生态恢复基地护林长。

襄城县人民法院开展 2018 年度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美丽襄
城添新绿。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由襄城县人民法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