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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艳 本报通讯员 林东婷 余梦

　　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两级法院少年法庭的布

局：以未成年被告人为中心，U字形法台，审判席位居圆弧正

中间，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帮教席分别位于两侧弧

线上，各司其职。

　　没有高立威严的审判台，没有紧张的庭审氛围，取而代

之的是便于未成年人与法官近距离接触的圆桌法庭。一次

庭审，也是一堂特殊的法治教育课。

　　少年审判，不止于审判。近年来，贵港市两级法院充分

发挥少年审判职能，严格依法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延伸司

法服务触角，不断探索新方法、新举措，全方位构建未成年

人权益司法保护体系，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立足本职

提升审判专业水平

　　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一旦受到不良影响很容易误

入歧途，走上罪错道路。

　　小荣的父母早年赴外省务工，因忙于工作疏于与小荣

联系。寒假期间，小荣为了挣零花钱，受雇帮助经营网络赌

博活动，在丰厚利益诱惑下没能及时“刹车”，直至案发

被抓。

　　庭审中，审判长结合小荣成长环境、生活历程和行为危

害性耐心开导，有针对性引导其认真反思自己的犯罪行为，

深刻认识自己的行为给社会、亲人带来的危害，让小荣从低

头不语到打开心扉。

　　经过耐心教诲，小荣在庭上真诚悔过。审判长考虑到小

荣属从犯，认罪态度好等多方原因，决定从轻处罚。

　　宽容但不纵容，“浪子”可以回头。贵港市法院高度重视

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成立6个少年法庭，构建涉及未成年人

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2023年以来，

全市法院共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247件，其中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113件、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134件。

　　少年审判既有“法”之刚，也有“法”之柔。贵港市法院在

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主动实施法治教育、寓教于审，将庭审

工作重点放在教育转化上，严格做好审前社会调查工作，结

合未成年人成长规律、家庭教育、校园生活、社区治理等情

况，依法降低监禁刑适用比例。

　　同时，贵港市法院将家事审判中的“诊断、修复、治疗”

功能和少年审判中的“教育、感化、挽救”功能有机融合，全

面开展家事少年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设立家事纠

纷专业审判团队，统一归口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建立专

门家事审判场所，营造家事审判法庭“氛围感”，突出司法柔

性与人文关怀，在断家事中促进内睦外和，在止纷争中实现

和谐稳定。

延伸服务

助力重回生活正轨

　　审判是少年法庭的一道程序，而每个孩子的人生并不

止于一纸判决书。

　　“我不管他的事情，你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2023年3月7日，平南县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干警找到正在干农活的小严父亲，向他送达法律文书和《家庭教育令》。

　　此前，17岁的小严因没有交通工具出行在平南县同和镇盗走一辆摩托车。

　　小严父亲的反应完全在干警意料之中。小严在父母离异后跟父亲生活，因不服管教，父

亲很失望。办理该案时，父亲拒绝配合调查，但干警不能因为一句“不管”就打退堂鼓。经过耐

心劝解，小严父亲态度转变，接过《家庭教育令》，并表示今后会认真履行监护职责。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背后大多隐藏着复杂的家庭矛盾。案件审理过程中，贵港市法院以问

卷调查、专业评估、跟踪回访等形式为有问题的涉案未成年人建立成长档案，定期回访监督，

同时通过发布《家庭教育令》，提升家庭教育质量，改善未成年人生活环境。2023年，贵港市法

院共发出《家庭教育令》853份，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350余场次。

　　贵港市法院还将严防、严惩与厚爱相结合，做细做实庭前、庭审、庭后每一个环节，坚持

做到当庭教育、休庭教育、判后教育和回访帮教相结合，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

　　“谢谢法官，我可以继续去上学了。”被告人宁某听到其被依法判处缓刑，且第二天就可以去

学校报到时十分激动。2022年，刚初中毕业的宁某出于哥们义气，参与一起抢劫案，走上犯罪道路。

　　“要想真正挽救一名迷途少年，除了严肃的司法判决，还应通过‘在帮教中司法’，引导犯错

少年重回正轨。”主办法官、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陈仪表示。为更好地对

宁某进行跟踪帮教，陈仪多次与宁某及其父母进行面对面家庭教育指导和谈心互动。

　　让人民满意的司法答卷不应仅限于一纸判决。2023年以来，贵港市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

开展帮教工作情况覆盖率为100%，回访帮教34次43人次，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信息特

殊保护、心理疏导60多例。

积极作为

营造和谐和睦氛围

　　家庭和睦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最好环境。但近年来，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不断增加，给

社会稳定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带来影响。

　　李某和马某离婚后，婚生长女由马某抚养，次女由李某抚养。马某另组建家庭，将大女儿

送去全寄宿学校就读。2023年8月，李某认为此行为不利于大女儿的健康成长，起诉至法院，

请求变更抚养权。

　　承办法官、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五里人民法庭庭长余艳接案后，因案施策，决定通过

调解解决问题，一边耐心释法说理，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一边提出建议，将大女儿的身心健

康摆在首位，转回离家较近的普通学校就读，并给予李某随时探视的权利。最终，双方达成和

解协议，最大限度维护了未成年人权益。

　　家事无小事。贵港市法院加强诉调对接平台建设，先后设立“第三方工作室”“惜缘工作室”

“心理咨询室”“婚调委办公室”等，实现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第三方调解、诉前调解等诉调无缝

对接，完善诉前、诉中、委托调解全过程调解机制，形成有效化解家事矛盾纠纷的社会合力。

　　妥善处理家事纠纷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需要多方联合发力。为拓宽调解渠道，贵港市

法院不断扩大家事调解员、家事调查员、心理疏导员职业范围、人员数量，推动建立司法、行

政和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维权工作新格局。

　　2021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涉妇女儿童纠纷案件15272件，诉中调解、撤诉案件7249件，

调撤率为47.47%，有效构建了纵横交汇、点面结合的妇女儿童维权网络。

　　和谐促成长，未来尚可期。贵港市法院加强法治教育宣传，创建“贵法君说法”“瑞雁护

航”“法润浔州”等各具特色的法治普法品牌，建成各具特色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截至目

前，贵港市法院共选派67名干警担任78所中小学的法治副校长，开展法治宣传活动180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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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罗莎莎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环境，以审判工

作现代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是人民法

院的重要职责使命。1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优化法治

环境促进民营企业经济发展壮大“十条措

施”，并通报全省法院近年来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相关工作。

　　江苏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金飚介

绍，近3年来，全省法院牢固树立“案案都是

营商环境”理念，不断提升立、审、执、破全流

程质效，健全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实施

类案强制检索制度，加强裁判尺度统一，努

力营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近3年来，一审审结商事案件47.48万

件，出台知识产权、房地产、破产等审理指南

20余份，26件民商事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

指导性案例和公报案例。

　　“同时，全省法院还持续深化‘简案快

审、繁案精审’，2023年简易程序适用率达

81.56%，同比上升0.61个百分点，半数以上案

件实现电子即时送达。涉企民商事案件平均

审理天数缩短至69.4天，首次执行结案平均

用时缩短至79.1天。”金飚介绍说。

　　《法治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江苏

法院积极推行“优+”诉讼服务标准，聚焦解决

窗口接待、业务办理、线上应用等工作中市场

主体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深化“家门口式”诉

讼服务，精心打造全流程诉讼服务智慧平台，

2023年，实现涉企商事案件网上立案8.14万件。

　　为了给市场主体提供更多解纷渠道，江

苏高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省

发改委、工商联、人社厅、知识产权局等13家

单位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最大

限度整合调解资源；运用“江苏微解纷”在线

多元解纷平台，为民营企业提供评估、调解、

仲裁、诉讼“一条龙”服务；持续深化商会商

事调解工作，组织开展商会商事调解培育培

优行动，全省设立545家商会商事调解组织，

引入3344名调解人员，近两年化解商事纠纷

28101件。

　　江苏高院还积极采用诉讼调解、司法重

整、执行和解等方式解决民营企业纠纷，制

定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工作指

引，依法妥善运用财产保全手段，坚决保障

当事人胜诉权益，为债权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1494.51亿元。同时，运用物联网等技术开展

电子查封、保全，“活封活扣”财产41.3亿元，

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避免

判了一个案件、垮了一家企业、多了一批失

业者。

　　据介绍，江苏法院通过开展“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执行年”1+4专项行动，为4.78万

家失信企业修复信用。坚持“多重整救治、少

破产清算”理念，不断加大民营企业破产挽

救力度，持续深化“1+N”企业破产处置协调

联动机制建设，充分运用预重整、重整、和解

等程序，近3年来帮助南京建工、南京雨润、

无锡澄星、徐州集群等844家困境企业重获

新生。率先全面推开“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

相当的改革”试点工作，着力营造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让更多市场主体敢闯

敢干敢投，试点以来，71名诚信的创业失利

者得到重生。

　　近3年来，全省法院充分践行能动司法，

发布公司、买卖合同、金融、破产等各类审判

白皮书20余份，发送涉企司法建议1100余

条，走访企业1.2万家，发放风险提示手册3.6

万册，为市场主体提供规则指引，不断提高

民营企业风险防范能力。

以审判工作现代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江苏法院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曹春华 隋海涛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两级法院立足

审判主业，聚焦营商环境工作实绩，多措并

举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以高效、公

正、优质、便民的司法服务保障辖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绿色通道

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阿克苏地区两

级法院主动将涉企纠纷化解与法院“一站

式”诉讼服务紧密结合，开辟“涉企纠纷绿色

通道”，充分利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优势，推

动涉企纠纷快速化解，为辖区企业发展营造

暖心、舒心、安心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去年10月，拜城县人民法院受理一起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原告某建筑公司

A按合同约定完成所有工程施工任务，并在

竣工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然而被告某建筑

公司B却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工程款1383

万余元，原告某建筑公司A遂将纠纷诉至

该院。

　　承办法官接到该案后，经征得双方调解

意愿，当即启用“涉企纠纷绿色通道”。经过

法官多轮耐心、细致地调解后，双方握手言

和，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由被告某建筑公司

B分三期将工程款1383万余元支付给原告某

建筑公司A，原告自愿放弃10万余元的利息

诉求。最终该纠纷从立案到调解结案仅用了

10天。

府院联动

推动企业涅槃重生

　　2021年，拜城县某番茄制品有限公司财

务状况急剧恶化，复杂的债务问题亟待解

决。该公司重整成功与否不仅关乎1名股东

及100余名职工的切身利益，还与5名债权人

合法权益息息相关。

　　为帮助其重整自救，拜城县人民法院受

理该公司的重整申请。重整期间，因债务人

历史欠税、负债等问题，影响了企业正常

经营。

　　对此，拜城县人民法院借助企业破产府

院联动机制，积极协调拜城县委、县政府配

套1.5万亩土地进行番茄种植，并完成工厂

改（扩）建工程。同时，重整投资人投入资金

3000万元，为企业继续经营扫平障碍。

　　经过两年重整，该公司焕发新生，2023

年已正式开机生产高浓度原料级番茄酱，带

动了170余名劳动力就业，年产值约1.2亿元，

5名债权人455.01万元债权得以实现。

　　该案是阿克苏地区法院发挥府院联动

机制作用，助力企业涅槃重生的生动实践。

自2019年以来，阿克苏地区两级法院组建破

产案件审理团队10个，为“搁浅”企业“问诊

把脉”，为“病危”企业“刮骨疗伤”。近5年来，

共审结破产案件14件，其中破产重整类案件

4件，盘活资产5.23亿元，释放土地资源46.48

万平方米，安置就业500余人。

暖心服务

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法院主动上门实地走访调研，开展‘法

治体检’，深入了解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法

律问题和实际困难，把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

送到企业身边，让我们倍感欣慰。”乌什县某

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在座谈会上表示。

　　乌什县人民法院阿合雅人民法庭通过

定期开展走访、座谈等形式为企业“把脉问

诊”，精准提供“司法良方”。围绕企业发展中

遇到的法律难题及审判实践中反映的涉企

突出问题，法官走进辖区企业通过“访、听、

帮、讲”方式，就企业主营业务、经营状况、用

工纠纷等情况进行面对面交流，全面了解企

业在诉讼活动中遇到的司法难题，帮助企业

在生产经营中降低涉法涉诉风险，助力企业

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将辖区企业代表请进

人民法庭，介绍人民法庭的工作以及法院诉

讼程序，不断增强辖区企业法律意识，提升

法治观念，助力企业良性发展。

　　2023年以来，阿合雅人民法庭利用区位

优势为辖区8家企业开展送法进企活动12

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法律难点及堵点

问题5件。

多方联调

定分止争实现双赢

　　劳动争议案件，不仅事关劳动者合法权

益，也与企业健康发展息息相关。为了更好

处理此类案件，库车市人民法院多次与总工

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等部门沟通协

商，建立多元联动化解机制。

　　2022年7月，库车市总工会成立劳动争

议调解委员会并入驻库车市人民法院，专门

办理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调解的劳动争议案

件，通过专业调解化解劳动纠纷。

　　杜某、王某、陈某等24名工人被库车市

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到某公

司工作，因该公司未支付劳务工资合计27万

元，遂申请劳动仲裁。库车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因不服仲裁结

果，杜某、王某、陈某等24名工人向库车市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受理后，法官将案件委派至劳动争

议调解委员会，调解员依靠专业优势，耐心

向双方当事人阐明权利义务关系，努力为双

方当事人找到利益平衡点，最终促成双方和

解，并督促该公司全额给付了调解款项，双

方对处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近年来，库车市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助

力企业发展为导向，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充分

发挥司法能动作用，找准涉企案件争议焦点

和利益平衡点，在立案、调解、审理、执行各

个环节全力服务保障企业发展，切实增强

辖区企业和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和满意

度。2023年以来，经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工会等多方共同努力，相关劳动争议

案件在仲裁阶段调解处理170余件，调解率

达97.8%。

为企业“把脉问诊”提供“司法良方”
阿克苏地区两级法院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本报北京1月1 4日讯 记者董凡超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获

悉，2023年1月至11月，检察机关起诉各类刑

事犯罪150.2万人，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3.6万份。

　　检察机关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

定和人民安宁摆在首位，坚定不移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切实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

融入日常履职。2023年1月至11月，共批准逮

捕各类刑事犯罪64.5万人、起诉150.2万人。推

进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共起诉涉黑恶犯罪

1.2万人；坚决惩治危害安全生产犯罪，起诉

4116人；依法从严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

赌博，共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4.2万人、网

络赌博犯罪1.6万人。

　　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

部、司法部就醉驾治理出台专门意见，统一

执法司法标准，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相互衔接、梯次递进的醉驾治理体系。注重

以检察建议促进诉源治理。2023年1月至11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3.6万份，发出建议后持续紧盯、跟进落实，

推动检察建议由“办理”到“办复”转变，真正

得到落实。

去年前11个月检察机关起诉刑事犯罪150.2万人

  图① 为进一步增强企业员工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安全意识，近日，浙江省云和县公安

局经侦大队民警到辖区玩具厂开展反诈宣传

进企活动，全面提升员工防诈骗能力。图为活

动现场。

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吴浩男 摄  

  图② 安徽省砀山县公安局反电诈中心

民警近日来到辖区物流企业，将写有“砀山公

安局提醒您：网络购物需谨慎，刷单返利莫相

信！”字样的反诈专属印章盖在快递包裹上，

切实保护群众财产安全。图为民警在快递包

裹上加盖反诈专属印章。

本报通讯员 张广星 摄  

  图③ 连日来，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峄

城分局榴园派出所开展“民警进企业”走访

活动，通过进企业进车间向企业职工宣传打

击防范电信诈骗、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和知

识，指导企业加强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减少

和杜绝各类案件、事故发生，护航辖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图为民警走访辖区企业。

本报通讯员 季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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