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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雨露滋养民族团结之花

初秋的草原，牧草茂盛，包头市达茂旗满都拉镇巴
音哈少嘎查的牧民阿迪亚的几百头牲畜在新打的深水
井旁悠闲的饮着水⋯⋯

此时阿迪亚正跟妻子娜仁琪琪格盘算着把潘志荣
“骗”到家中吃顿饭。“安达，有要紧的事，无论多忙你都
要来我家一趟⋯⋯”

接到阿迪亚的电话，周末休息在家的潘志荣二话不
说，拿起外套便从达茂旗百灵庙镇驱车 100 多公里，赶
到了巴音哈少嘎查阿迪亚家中。

盘腿坐在阿迪亚家中，潘志荣端起面前的一碗凉水
“咕嘟咕嘟”喝下去后，用流利标准的蒙语赞道：“这水真
甜！这口井真的打好了！”

不久前，阿迪亚和邻居的草场进行了确权重新划分
界限，潘志荣走访调解时得知，阿迪亚新划分的草场没有
吃水井，几百头牲畜饮水困难，就连人喝的水也成了问
题。因达茂旗近年干旱少雨，地下水位下降，打井难度极
大，仅靠阿迪亚自己根本无法解决。潘志荣当天连忙赶
到旗里，协调水务局技术人员多次到阿迪亚的草场现场
勘探，找到了合适的水源，并积极帮助协调专项资金。经

过多方努力，终于为阿迪亚打出了近 200 米的深水井。
为此阿迪亚一家感激不尽，执意要请潘志荣到家中吃顿
饭。

在达茂旗草原上，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得到过
潘志荣帮助的牧民家庭数不胜数。

潘志荣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检察院一名
汉族检察官。30 年来，不管大事小情找他，潘志荣的电
话随时都通，他总说“牧民的事没有分外事”。他每年有
三分之二的时间工作在基层农牧区，走遍全旗 77 个嘎
查和行政村 1.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巡访过 980 多个牧
场点与 3400 多户农牧民，化解矛盾纠纷近百起；亲笔书
写、长达 9 万多字的《民情日记》记录着最为鲜活的百姓
心声⋯⋯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检察官、第六届感动
内蒙古人物、2017 年度群众最喜爱的人民检察官⋯⋯
这些荣誉就是对他最好的诠释。

潘志荣说：“荣誉背后，是鼓励和鞭策，更是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奋斗在最
基层的的检察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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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这些法官交流一点没有障碍，他们都可以使
用本民族语言，而且经常带案下乡，为我们当事人在
法律咨询、案件信访、调解、起诉、出庭等方面提供了
很大的方便，这个审判团队是最接地气的⋯⋯”农牧
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

大家口中称赞的就是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蒙汉双语“三合一”合议庭的法官。去年 7 月份，为
切实保障和方便蒙古族群众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
行诉讼，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人员和机构极为紧缺的情况下，组建了一个
特殊的合议庭，即蒙汉双语诉讼“三合一”合议庭。
该合议庭除审理常规性蒙文诉讼民事、刑事、行政三
大诉讼类案件外，还对因土地权属问题而引发的诸
如环境资源及矿产资源类案件进行审理。

“谢谢你们，这么重视我的事情，你们不但主持
公道，还这么努力为我俩做调解工作。”杭锦旗牧民
朝某紧紧握住二审法官即蒙汉双语诉讼“三合一”
合议庭庭长黄图雅的手说。

在一起朝某与李某间的土地经营权的归属问
题上，两方僵持不下、甚至针锋相对的提起了诉

讼。合议庭在带案下乡梳理案件时了解到，朝某是
蒙古族，不善于使用汉语，而李某是汉族，听不懂蒙
语，双方沟通不顺畅，存在很多误会。合议庭认识
到，对簿公堂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纠纷，反而可能
会扩大原有的矛盾，最终结果可能是案结了但事未
了。考虑到这些问题，合议庭在庭审活动中一方面
充分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耐心细致地
做好调解工作，使案件达成了切实可行的调解方
案，最终案结、事了、人和。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成立蒙汉双语“三合一”审判团队在全区法院尚属
首家，这是该院在总结全市两级法院多年来蒙文诉
讼案件审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一次大胆尝
试。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梅荣说：
“鄂尔多斯市是蒙元文化保留最为完整的地区，也
是蒙古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较为普遍的地方，只要
民众需要，我们会继续践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的宗旨，继续创新审判模式，多元解决纠纷，为司法
审判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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