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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自治区司法厅获悉，去年，我区
14000 多名律师深入乡村，为农牧民提供各
项公益法律服务 14余万次，实现了律师全员
参与、嘎查（村）全部享受法律服务的“双覆
盖”，擦亮了内蒙古公益法律服务品牌。

去年，自治区司法厅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
主线，积极开展“服务实体经济 律企携手同
行”专项行动，累计为 500余家企业提供各类
法律服务 4300 余次，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
基、推动“两个基地”建设，提供了更加坚实有力
的法治保障；深化“万所联万会”活动，组织律师
提供4963次“法治体检”，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贡献律师力量；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1.97万件，参与接待和处理信访
案件1489件，接听12348热线咨询电话31.7万
通，为社会治理和多元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举办涉外律师培训班，与北京市、江苏省、河南
省司法厅（局）及四省区市律师协会共同主办

“京蒙苏豫涉外法律服务研讨会暨专题培训
班”，多措并举推动涉外法律服务水平稳步提
高，助力构筑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今年，自治区司法厅将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
中心，紧紧围绕“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
区两件大事，引导广大律师积极发挥法律“智囊”和

“外脑”作用，努力为重大决策、招商引资、重大项目
等提供法律意见，为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更专业、更
精准的法律服务。持续推进“万所联万会”机制建

设，大力推进“服务实体经济 律企携手同行”专项
行动，通过以案普法、专题讲座、法律咨询、线上解
答等多种方式，了解各类市场主体在治理结构和
内部管理方面的特点，帮助其查找风险、分析原因、
堵住漏洞，为企业合规经营保驾护航。

同时，常态化推进“万名律师进乡村”活动，
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推动律师多层面、广覆
盖、接地气地开展法律服务，保障群众高品质生
活。指导律师主动融入“四所一庭”联动工作，
深入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律师调解
等工作，更好地解决
群众最关心、最现实
的法律问题，助力乡
村振兴。 （郝佳丽）

我区1.4万多名律师为农牧民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 陈春艳

仲春时节，成群的马鹿在山间奔跑，鸟雀在林中鸣叫，
黄岗梁宛如一幅山水画。

黄岗梁是大兴安岭最高峰，海拔2029米，这里有上百
种野生动物。为守好这一方绿水青山，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公安局黄岗梁森林公安派出所4名民警、2名辅警长期驻
守在这里。春节前后，是非法猎捕的高发期，民辅警每天
都要上山巡逻。3月7日一早，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刚带着3
名民辅警从派出所出发，驱车半个小时到达黄岗梁，他们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山林，开启了步巡模式。

“这串脚印就是马鹿的，昨天晚上可能从这里经过或
者在这里过夜。”王志刚边走边说。正在这时，一只成年马
鹿从一棵树后蹦了出来，一溜烟地消失在森林深处。“目前
这里大约有4500只马鹿，上世纪80年代末还不足300只
呢。”王志刚自豪地说。

顺着这个话题，辅警王伟超讲起了救助马鹿幼崽的故
事。“一只小马鹿被卡在草场网围栏上，动弹不了。”去年夏
天，王伟超和同事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小马鹿的后
腿在挣扎中已经骨折。为了照顾好小马鹿，王伟超和同事
把它带回派出所。一个月过去了，小马鹿能够自主行走
了，但还是有点瘸，大家放心不下，决定继续喂养一段时
间。从此，民辅警轮流值班，当起了小马鹿的饲养员。

“照料小马鹿期间发生了好多有趣的事情，我平时爱
给它拍视频，一来二去小马鹿和我特别亲近。”说着，王伟
超拿出手机翻看当时拍的视频。如今，这只小马鹿早已回
归山林，每次巡山看到马鹿群的时候，大家还会有意地找
一找曾经朝夕相处的小马鹿。

巡山期间，民辅警发现了几处猎套，用随身携带的钳
子清除了。中午时分，王志刚从挎包中掏出“巡山三件
宝”——面包、榨菜、火腿肠，他说：“午饭我们就在山上对
付一口吧！”沐浴着正午的阳光，几人席地而坐，共进午餐。

吃过午饭，他们从另一条路下山，途中维护了几处监控
点。除了民辅警的日常巡护外，这里还有一双双24小时监控
的“眼睛”。监控是民辅警们无声的“战友”，也是他们最得力的
助手。“这些监控相当于一个24小时值守的哨兵，只要有移动
的物体经过，就会抓拍照片发到我们手机上。”王伟超说。

守护黄岗梁

近日，呼和浩特市
居民张伟为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公安分局巧报派
出所送来一面印有“不
忘初心好警察 为民办
事暖人心”字样的锦旗，
感谢所长范俊博长达 5
个多月奔走，帮助自己
要到了合理赔偿。

张伟几年前购买了
土左旗的楼房，去年办
理入住手续时才发现所
购房屋被法院查封，原
因 是 开 发 商“ 一 房 两
卖”。多年积蓄购买的
房子却无法入住，张伟来
到户籍所在地的巧报派
出所信访代办点反映情
况。作为信访代办点第
一责任人，范俊博详细了
解了张伟的遭遇和诉求，
积极联系当地法院，协调
住建等部门与开发商沟
通，经过 5 个多月的努
力，成功为张伟挽回了
损失，并争取到了合理
的赔偿。

这是赛罕区公安分局积极拓展
信访渠道，在辖区各派出所设立信访
代办点为民办实事的一个缩影。该
局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开
展信访代办工作的部署要求，以信访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为抓手，以“案结
事了、息诉罢访”为目标，积极开展信
访代办工作，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难
题。去年9月，该局建立“一把手”主
抓、“一条线”贯穿、“一张网”互动、

“一盘棋”推进的“四个一”信访工作
模式，在辖区派出所设立信访代办点
18个，每个信访代办点设置一名专职
信访代办员，从接访到化解全过程跟
踪，许多矛盾纠纷线索被提前发现，
得到及时化解，真正做到了矛盾不上
交、服务不缺位。

截至3月15日，该局各信访代办
点共代办信访事项 117 件，解决了
175 名群众的难题，办结率达 97%。
信访代办工作的开展，不仅帮助群众
解决了实际问题，还进一步密切了警
民关系，推动了公安信访工作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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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皓

“业主按时缴纳物业费，我们才能更好地
为业主服务啊！”

“服务不到位、管理那么差，哪儿都不合
格，凭什么让我们缴纳物业费？”

这是一起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因物业服
务而产生的纠纷。2016年11月起，通辽市扎
鲁特旗某物业公司与某小区业主委员会签署
《物业服务合同》。合同签署后，该物业公司依
约为业主提供物业服务，业主前期正常支付物
业费，但 2020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
日之间的物业费，业主却拖延至今未缴纳。去
年3月，在多次催索无果后，该物业服务公司
将30户业主起诉至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由于案件涉及人员较多、诉讼标的小、业

主情绪反应大，为从源头解决双方矛盾，扎鲁
特旗人民法院统一将此系列案件委派至多元
解纷工作站诉前调解团队进行调解，并开展
了前期走访调研工作。

走访中，调解员们发现部分业主不愿缴物
业费，是因小区缺乏管理所致。故先行暂停案
件调解工作，并将情况反馈给法院。法院积极
推动行业主管部门严肃要求物业公司整改物
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之后充分运用“那顺调
解法”耐心疏导，推动业主履行缴纳义务，该系
列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也得到有效化解。

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通拉
嘎说：“我们以全国优秀法官那顺多年的调
解经验为基础，融合基层法官群体办案智
慧，提炼形成‘那顺调解法’，推动矛盾纠纷
就地化解。”

将地方优秀调解经验融入社会矛盾纠纷

化解实践，是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创新打造的递
进式解纷机制、类型化调处模式、系统性调解
方法的“三位一体”工作法中一项重要内容。

构建递进式分层过滤解纷体系，打好解纷
“主动仗”。该院健全分层过滤机制，在嘎查村
社区，广泛开展“无讼”嘎查村社区创建，推动
创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在苏木乡镇，打造乌
力吉木仁法庭“1531”工作机制等多元解纷品
牌，持续做好网格、司法、警务、法庭基层纠纷
化解的协同联动；在旗矛盾调解中心，由各类
调解队伍利用类型化、专业化调解方法进行调
解，法院专门审判团队参与指导，并做好司法
确认衔接工作，努力将矛盾纠纷止于诉前。

以类型化纠纷调处为突破口，持续推进
调解前置。该院依托多元解纷工作站，将矛
盾纠纷进行分流推送，委托专职调解员、特邀
调解员开展诉前调解。充分发挥多元解纷工

作站、劳动争议诉裁调工作室、金融调解委员
会、物业类纠纷专业调解团队的专业化优势，
推动诉调对接机制在各行业领域、各类型纠
纷实现全覆盖。

以系统性调解理念方法服务诉源治理，
让巧调解发挥大作用。该院积极打造“那顺
调解法”品牌阵地，推动“那顺调解法”在诉源
治理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换位思考、将心
比心、释法明理、情法并重……”“那顺调解
法”的理念方法，为法院和调解组织高效稳妥
化解纠纷提供了指导。2023年，该院获评全
区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单位。

扎鲁特旗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子强
介绍说：“扎鲁特旗人民法院‘三位一体’工作
法的实践应用，进一步弘扬了‘和合共生’的
文化理念和‘调处息诉’的法律观念，将矛盾
纠纷止于诉前，蹚出了诉源治理的新路子。”

“三位一体”工作法蹚出诉源治理新路子

2021年 6月 5日，刘某与赵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赵某将其名下一处房屋出售给刘某，并于当日将房屋交付
给刘某。入住后，刘某在办理房产更名时发现赵某欠付
2019至 2020年度取暖费，多次联系赵某补交未果，为尽
快办理房产更名手续，刘某遂代赵某支付了2019至 2020
年度取暖费2975.91元。刘某支付取暖费后，向赵某多次
索款无果，向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赵某给付其代付的取暖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某与赵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
同》第十二条约定，在房屋验收交接以前发生的物业管理
费、供暖费、水费、电费、有线电视费、宽带费等费用由赵某
承担。赵某作为出卖人，应在 2021年 6月房屋交付前将
拖欠的取暖费用结清，但赵某隐瞒拖欠2019至 2020年度
取暖费的事实，导致买受人刘某财产受到损失。《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
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
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刘某要求
赵某履行合同义务，支付取暖费的主张具有法律依据，法
院予以支持，故判决赵某向刘某支付 2975.91元取暖费，
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履行。

购买二手房，莫要忽略取暖等费用的结算
□本报记者 王皓

【案情】

法官提醒，房屋买卖合同虽然并不复杂，但在签订及
履行过程中仍需多加注意。新房主通常会忽略诸如物管
费、水电费、取暖费的结算。为了避免这类纠纷的发生，建
议在购买二手房时，除了确保房屋质量外，一定要先查清
原房主是否拖欠费用。如有欠费情况，应要求原房主结
清，并提供有关的收据或者在合同上注明。

【说法】

严查细验
3月 18日，一列满载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这是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检查验放的第

673列中欧班列。面对中欧班列开行数量持续增长的态势，该站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实时关注列车运行情况，全力护航中
欧班列高效通关。图为该站移民管理警察查验通关列车。 本报记者 许敬 摄

◆呼和浩特市拘留所不断加强新时代警营文化建
设，持续开展党建文化建设、先进典型选树、学习园地打
造等特色文化工作，以党建文化墙、读书交流角等场所
为活动阵地，持续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强化纪律教育、深
化警示教育，引导全体民辅警坚定走好廉洁从警之路，
让敬法、畏纪、遵规、守矩蔚然成风，切实推动拘留所文
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薛会阳）

◆近日，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分局治安管理大队联合
站前派出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站前警务站，开展了危
爆物品安全排查整治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向辖区群众发放
宣传册、讲解危爆物品管理法律法规等形式，切实增强群
众自觉抵制非法危爆物品的法治观念和安全理念。

（许慧芳）

近日，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农资销售点，为农民普及法律知识，并对辖区内
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和农资质量安全进行走访调查。针
对排查出的问题，检察人员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单
位限时整改，保障农民顺利播种生产。

本报记者 郝佳丽 摄

护航春耕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以后我们还要来这里做项目！”日前，陕西省
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带着一面锦旗来
到了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指
挥中心，感谢这里的调解员。

“现在不仅是本地群众来找我们调解矛
盾，还有很多外地企业和群众也慕名而来。”
今年 73岁的李玉兰曾经是临河区信访局局
长，为了发挥余热，她干起了调解员工作。

为了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小，临
河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指挥中心聘请有威
望、有群众基础的基层老党员、退休老干部等
为专职调解员，充分发挥他们对群众的矛盾
纠纷“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从源头减
少矛盾纠纷数量。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司法局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探索预防、化解矛盾
纠纷的方法和途径，不断建立健全有机衔接、
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非诉讼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工作机制，全力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充分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深入基层解民忧化纠纷

“他租了我家草场，租赁费逾期两个月
了，到现在还没给……”在乌拉特后旗潮格温
都尔镇司法所的会议室里，所长巴图正在调
解一起草牧场租赁纠纷。刚开始，双方当事
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经过巴图耐心调解、
合理疏导，并提出分期付款的解决方案后，最
终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我们有了矛盾，首
先想到的就是巴图所长，他调解纠纷公平公
正，我们都很信任他。”当事人金先生说。

潮格温都尔镇地处广袤的草原，矛盾纠

纷中，有关草牧场的占多数。为了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潮格温都
尔镇司法所与镇派出所、法庭工作人员每月
都会召开矛盾纠纷排查情况会商会，了解矛
盾纠纷线索，通过提前介入将矛盾纠纷止于
诉前。同时，针对牧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
的实际，该司法所专门组建了“驼队普法小
分队”，培养了 30名“法律明白人”，将法律
知识和最新政策送到牧民家中。截至目前，
司法所累计化解矛盾纠纷 1300 余件，处理
复杂疑难纠纷500余起，调解成功率在98％
以上。

“队员们深入牧区，走进蒙古包，不仅普
及法律知识、宣传惠民政策，还化解了基层
矛盾纠纷，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乌拉特后旗司法局局长额日和说。

调解千万家，温暖万人心。多年来，“驼
队普法小分队”的队员们除了深入基层普
法、入户调解矛盾外，他们还为牧民送医送
药、代买生活物品等，全心全意服务群众，为
牧民排忧解难。“多亏了你们，不然我们买东
西还得跑到 100 多公里外的镇上。”接过队
员帮忙代买的大米等生活物资后，牧民巴格
那握着巴图的手久久不松。

“驼队普法小分队”是巴彦淖尔市化解矛
盾纠纷、服务群众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市
积极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点面结合、相
互协调”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目前已建立了
以7个旗县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统领，70个
苏木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
664个村居（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
27个医疗、婚姻、交通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
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的多层次、宽领域工作体
系，调解组织网络实现了城乡全覆盖。

“关口前移”勤排查促调解

“10 月 13 日，调解杜某与黄某占地纠
纷。经调解，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

“10月 27日，因工人工资不到位引发纠
纷，经调解，达成如下协议……”

走进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老支书调解室
里，桌上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一个个
调解故事。

这个由三位退休老支书组成的调解室，
在当地很有名气，只要有矛盾，大家首先会想
到这个老支书调解室。调解室自 2021年成
立以来，3位老支书调解矛盾纠纷80多起，办
结率99%，满意度达100%。

“只要有耐心，辛苦点儿，没有调解不了
的矛盾。”调解室的全国模范调解员姚交其朴
实的一句话，道出了他的调解秘诀。

像这样的调解室，在巴彦淖尔市共有21
个。近年来，该市积极发挥本土调解资源优势
和调解能手的示范引领作用，建成一批口碑
好、威望高、专业性强的个人品牌调解室。

此外，杭锦后旗三道桥镇建立的“三长五
老八书记”（“三长”，即人民法庭庭长、派出所
所长、司法所所长；“五老”，即老干部、老战
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八书记”，即八
个村党支部书记）联调工作机制，以及坚持

“抓早、抓小、抓苗头”和“预防走在排查前、排
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三抓三
前”工作理念，也为化解矛盾纠纷、创新基层
治理模式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下午，我们到当事人家里再调解一次，
不能就这么一判了之，这样会把母女之情判
没的。”记者见到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乌梁素

海环境资源法庭庭长张国强时，他正在和同
事们商量调处方案。

张国强所说的纠纷发生在该旗额尔登布
拉格苏木某嘎查，一对母女因一块土地产生
了矛盾。

“当时是母亲来庭里立案的，我们觉得这
个案子还有调解的余地，所以就没立案。我
们要和旗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以及镇里
的包村干部一起去调解，争取把矛盾化解在
诉讼前。”张国强说。

巴彦淖尔市积极建设“一站式”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中心，并大力推进司法所、派出所、律
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庭“四所一庭”联动
联建联治机制，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关口前
移”，对涉疑难重大警情或复杂矛盾纠纷，互相
通报、联合出警、及时调解。2023年以来，全
市司法所、派出所、法庭联合调解矛盾纠纷
231件、信息共享73次、联合摸排走访95次，
调解工作质效显著提升，真正发挥了“四所一
庭”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桥头堡”作用。

此外，该市完善“三调联动”工作新机制，
并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
联动工作细化成 23项具体任务，督促、引导
和发动相关部门力量，落实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责任，初步形成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
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的矛盾纠纷大调解
工作格局。

“目前，全市 7个旗县区全部建成‘一站
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通过整合司法
行政、法院、信访等部门资源力量，集成法律
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等职能，精准分配
任务，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
处、全链条解决’。”巴彦淖尔市司法局副局长
李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