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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带娃”守护家事和谐

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
促进法》正式施行，家庭教育纳入
法治化轨道，“家事”变“国事”，家
长们步入“依法带娃”时代。

为深入推动开展“为群众办
实事示范法院”创建活动，海沧法
院立足职能，深入贯彻落实《家庭
教育促进法》，成立厦门市涉诉未
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站。通过个
案指导、父母成长小组、家庭教育
讲座等形式，指导站为涉诉、涉罪
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开展多元化的
家庭教育指导，提供成长平台，促
进家庭教育知识经验的传播及交
流，成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延伸
工作的重要阵地。

在一起抚养权纠纷案中，原
告马某与被告徐某均拒绝抚养患
有疾病的婚生女。为保障未成年
人最大利益，海沧法院邀请检察
官作为儿童观护员出庭，代表未
成年人独立发声，法官当庭发出
亲职督促令，督促当事人共同履
行监护、照护和家庭教育责任。
据悉，本次也是全省首次邀请检
察院参加涉未成年民事案件庭
审，对失职父母进行联合训诫及
家庭教育指导，也是《家庭教育促
进法》实施后少年审判工作的重
要制度创新。

除此之外，为了在疫情期间
帮助父母科学育儿，海沧法院还
主办了两场家庭教育微课堂，由
专业机构心理咨询师线上授课，
普及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内容，并
从如何陪伴孩子，如何与孩子沟
通等方面交流分享家庭教育相
关知识和经验，引导“科学带
娃”，共有 500 多人次参与、受
益。

生态司法守护绿水青山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绿
水青山离不开司法护航。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助力厦门市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目标，2022年8月30日，
全国首个生态司法公益碳账户设
立暨“生态司法+碳汇交易”签约
仪式在厦门同安举行。

在市双碳办的指导下，同安法
院、同安检察院与厦门产权交易中
心（厦门市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
开展合作，依托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设立的全国首个农业碳汇交易平
台和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平台，
打造生态司法和碳汇交易平台之
间的直通机制，建立“蓝碳+绿碳”
的“双碳”生态司法修复模式。

那究竟什么是生态司法公益
碳账户呢？是由同安法院、同安检
察院根据涉生态案件实际情况，引
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自愿
向厦门产权交易中心认购“绿碳”

“蓝碳”等生态价值产品，以承担替
代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将购买
到的碳汇交付到“厦门市生态司法
公益碳账户”，助力在厦门社会范
围内实现“碳中和”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同安法院还
审结了非法买卖红珊瑚制品案、
全省首例跨境销售大白鲨制品
案，均入选全国法院生物多样性
保护典型案例。这两起案件作为
厦门两级法院开展生态多样性司
法保护成果的一个缩影，对于引
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
观，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
动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彰显厦门
两级法院“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决心和
力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2022年以来，厦门两级法院始终站稳人民立
场，自觉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不断提升诉服建设成果，扎实推进智

慧法院建设，持续深化司法公开，在一个个具体案件办理中，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更高水
平的需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本版文/本报记者 谭心怡 通讯员 厦法宣 本版图/厦门中院 提供（除署名外）

倾司法之力守护“夕阳红”

某玉石珠宝店通过旅行社“不
合理低价游”招揽游客到店内，以
赠送“珍珠戒指”等方式获取被害
人信任，将成本价几十元的“金镶
玉”挂件、手镯等玉器以几千元甚
至大几万元的价格出售，半年时间
诈骗700余万元，且被害人多为老
年人。2022年，湖里法院审结了
福建省首例旅游市场涉老诈骗案，
21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732万
余元诈骗款全部退赔到位。

全部被告人认罪认罚，全部
诈骗款退赔到位的背后，湖里法
院付出了诸多心血——提高工作
站位，研究制定出台《关于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方案》，成立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工作
专班；增强办案力量，组成合议
庭，利用周末时间开庭审理；案件
审理从细，建立养老诈骗案件台
账制度，做到“一案一登记”；落实
为民举措，无论是办案效率还是
办案态度，都获得了各被害人的
高度肯定。

自从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
行动在全国开展以来，厦门两级法
院精心组织安排，抓好工作落实，
牢牢守住群众“钱袋子”，以实际行
动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开展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电信网络诈
骗、传销等专项行动，审结案件88
件335人，为1900余名被害人挽
回经济损失1863万元。

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

下更大力气，用更大力气，坚
决铲除黑恶势力“毒瘤”。2022
年，厦门两级法院坚决常态化推进
扫黑除恶斗争，坚持做到思想不
松、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加快案件

进度、注重“三书一函”、加大涉黑
财执行力度，审结涉黑恶及其保护
伞案件23件83人。

“2个小时共拘传拘留被执行
人90人，结案61件，涉案金额逾
1690万元。其中，当场执行完毕
29件、执行到位金额318.27万元，
和解结案 32 件、达成和解金额
1373.16万元……”这组看似简单
的数字背后，是全体执行干警勇挑
重担、辛勤付出的有力印证，更是
厦门中院加强公正司法、践行司法
为民的生动实践。

这次“夜间敲门”专项执行行
动于2022年 11月 17日晚开展，
震慑效果显著：在全市法院行动前
的统一预告环节，有两名被执行人
看到预告后主动联系承办法官履
行；拘传到院的被执行人书写具结
书悔过、积极配合调查，并承诺将
对债务积极履行；在当晚“夜间敲
门”行动结束后，四名未找到的被
执行人于第二天上午主动前往法
院解释说明并全额履行。

法院执行不仅需要“最强团
队”，更需要“最强大脑”的协同合
作。厦门两级法院积极开展“百名
执行干警进百企”专项调研，深化
与65家执行联动单位协作机制建
设，升级完善对不动产、车辆、股权
等财产网络查控功能，实现公积金
查控、限制出入境全流程线上办
理，进一步推动解决查人找物、财
产处置等难点堵点。

执法办案步履不停，执行攻坚
力度不减。2022年，厦门两级法
院聚焦执行案件中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夯实“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举措，不断加大执行力
度，创新执行举措，提升执行质效，
执结案件 47808 件，发放案款
72.94亿元，同比上升12.63%。

因地制宜 送法进村

乡村治，则百姓安。同安农
村腹地广阔，各地村俗风貌也不
尽相同，如何在乡村诉源治理中
快速找到关键靶点？同安法院

“睦邻微法庭”因地制宜，多措并
举，奏响送法进村协奏曲。

在同安区祥平街道辖区
内，某物业公司与业主的纠纷
频发。物业公司因业主拒交纳
物业费多次诉至法院，案件达
一百余件，双方僵持不下。为
了满足疫情期间当事人的开庭
需要，睦邻微法庭直接把法庭
搬到当事人家门口。

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官发
现案件具备调解的可能性，于
是果断中止了庭审，开启劝调
模式。由于睦邻微法庭的功能
设置，调解进程直接在法庭后
方的圆桌上进行，这不仅消除
了双方在庭审时对立的积怨情
绪，也拉近了双方调解的心理
距离。很快，双方达成了共识
并签订了调解协议。最终，案
件审理期限也从3个月缩短为
10天。

就地普法 深入释法

在首案成功调解后，调解团
队现场以此案调解协议为蓝本，
与尚未进入诉讼的37位业主进
行沟通。通过调解团队在“云上
睦邻”诉调中心制作调解协议，
并在线推送给法官进行审查。

就这样，2小时内，法官
就顺利完成了38件物业纠纷
的调解工作。同时，同类案件
还通过平台外撤诉12件，达成
初步意向9件，合计共有59件
物业纠纷被化解在法院之外，

极大地提升纠纷化解效率，真
正实现案结事了。

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纠纷非
短期内产生，从既往案件研判，
双方在法律常识、证据收集、争
议事实等方面都存在诸多误
区，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地普
法、深入释法尤其重要。因此，
睦邻微法庭通过司法大数据，
将涉及90%物业纠纷的六家
物业公司主任及业委会主任请
到现场，对裁判规则、相关法规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普及宣传。

一天之内，睦邻微法庭顺
利完成了从调审个案到类案普
及的诉源治理全套工作。在此
过程中，睦邻微法庭充分发扬
了“枫桥经验”，集就地“审理、
调解、执行、普法”为一体，织密
诉源治理纵横网，有效化解矛
盾纠纷，切实解决好群众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确保司法
为民落到实处。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纠纷解决需求，厦门两级法院
创新工作举措，拓宽解纷渠道
——厦门中院优化“诉非联动”
考评细则，聘请特邀调解组织、
特邀调解员诉前化解纠纷
26416件，同比上升11.54%，
健全联动单位信息共享、业务
协同和诉非衔接机制。海沧法
院全省首创的村集体负责人民
事案件出庭应诉机制，破解妨
碍村集体诉讼难题,有效提升
乡村治理能力。翔安法院与中
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合作的涉
诉案件研究报告获最高法院主
要领导批示肯定……2022年
以来，厦门两级法院新收案件
下降5.33%，万人成讼率下降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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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安为宁，业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平安是
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更是人民法院服务基
层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2022年以来，厦门两级法院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审结刑事案件5468件，判处罪犯65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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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厦门两级法院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
的民生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一件一件抓落实，
一桩接着一桩干，共审结婚姻家庭、教育、医疗、劳动、消
费、住房等涉民生案件39013件。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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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2022年以来，厦门两级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
力推进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当事人
提供多元可选的解纷“菜单库”，高效率、低成本、不伤和气地
解决纠纷，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要求、新期待。

A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提高为民司法水平

厦门两级法院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在执法办案中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厦门中院行政庭法官为当事人发放厦门中院行政庭法官为当事人发放
司法救助金司法救助金。。市民在中山公园享受休闲时光市民在中山公园享受休闲时光。（。（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江毅张江毅 摄摄））

法院开展巡回
审判，干警背
着国徽，踏上
小嶝岛，将公
平正义送到群
众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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