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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立东

70%以上的民事纠纷在诉前化解意味
着什么？意味着众多争议在“对簿公堂”
前握手言和。

2021年至2022年，绥北法院辖区70%
以上民事纠纷在诉前解决，暴力犯罪数连
续两年为零。

“问题不出场、矛盾不上交”，绥北法
院在诉源治理上做了有益尝试，其“家门
口解纷”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两会宣传
手册，成为可复制的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
理“绥北模式”。

“绥北模式”成效如何？日前，记者进
行了实地探访。

现场体验，调解+审理用时75分钟

2 月 15 日 14 时，在绥北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原绥北法院副院长陈贵良（已
退休）开始对工程款结算纠纷进行云上
调解。

调解现场，陈贵良隔着屏幕，与分别
在哈尔滨和建三江的申请人、被申请人进
行视频连线。

调解中，被申请人对 9 万多元利息只
认可支付 5 万元；申请人则坚持 9 万多元
利息不能少，并要求进行“司法确认”。调
解后，申请人要求支付7万元，被申请人仍
坚持5万元，双方相持不下。

“人家主张9万多元利息合理合法，如
果走诉讼程序，你（被申请人）需要支付的
不仅一分不少，还得支付7200元诉讼费。”
陈贵良建议被申请人也让一步，诉前调解
能够达成和解的，免收诉讼费。

14 时 45 分，调解成功。双方分别在
网上签字确认，生成的调解协议，被推送
到民一庭进行司法确认。

15 时 06 分，民一庭庭长徐艳慧主持
云上开庭，并告知当事人“本案采用无纸
化庭审，全程录像，无书记员记录”，在确
认调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后，法官
宣布闭庭。无需双方签字，裁定书直接推
送至“集约送达”组，秒送双方当事人。

整个庭审过程不到 15 分钟，而本案
从调解到审理总共用时 75 分钟。

多元调解，让“老法官”重新上岗

陈贵良，只是众多调解员中的一位。
在绥北法院辖区，有36名专职调解员常年
活跃在农场群众身边，一批退休“老法官”

“老司法”退而不休，走上调台。
陈贵良的调解室设在绥北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在这个面积不到 500 平方米的
大厅里，还有北大荒集团绥化分公司信访
接待室、公安局调解委员会、律师调解委
员会等机构。

陈贵良说，这种调解、信访和诉讼服
务相互配合、高度融合的矛盾纠纷调处机

制让矛盾纠纷不扩大、不激化、“接得
住”。释法明理，凭借三十多年的民事审
判工作经验，“陈院长”得心应手。

绥北法院辖区有35个农牧场，分布在
6个地级市、27个市县辖区。点多、线长、
面广，辖区企业和群众打官司、解决矛盾
纠纷极为不便。

2017年，老宋在下属的铁力法庭庭长
岗位退休，2021年，法庭需要调解员，老宋

“有召必回”。2022年，铁力法庭诉前调解
受案 184 件，调成 152 件，成功率 82%；今
年前两个月受理16件，调成15件。

从法官到庭长，李娜在嘉荫法庭工作
了 19年，在不足万人的嘉荫农场，很少有
李娜不认识的人，她说：“人熟为宝。”

2022 年 4 月，嘉荫法庭成立“李娜法
官工作室”，李娜与团队全身心投入，总
结出“调解四法”，有案必调。2022 年，嘉
荫法庭诉前调解受案 216 件，调解成功
215件，进入诉讼 1件也在诉中调成，调解
成功率达 100%，是绥北法院与北大荒集
团绥化分公司联合打造的首个“无讼农
场”。

采访时，北大荒集团绥化分公司党
委书记鹿文革说：“我们把矛盾纠纷调处
站开在农场‘家门口’，有效化解矛盾纠
纷，预防矛盾激化，企业能够轻装上阵，
集中精力搞经营，垦区和谐稳定、职工安
居乐业。”

“3+N”模式，从“单打独斗”到
“多元化解”

绥北法院创新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打
破地域壁垒，把便捷的司法服务送到群众

“家门口”。2021年，该院联合北大荒集团
绥化、北安和哈尔滨分公司，在3个分公司
设立了3个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11个农
场法庭设立11个矛调站；在没有派出法庭
农牧场设立了24个矛调室；在辖区全部农
牧场布设“一公里便民云法庭”“一公里便
民云调解室”，当事人凭借手机即可参与
调解，使辖区企业和群众解决矛盾纠纷

“足不出户”“人不离场”；牵头成立龙江垦
区首个调解协会，即“绥化市北大荒调解
协会”，将各调解机构凝聚在一起，畅通各
调解组织的工作交流渠道，管理统筹了辖
区调解资源。

选人、设岗、布点、织网，具有垦区特
色的“3＋N”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建立起
来，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向“多元化解”
转变。

2021年至2023年2月，绥北法院诉前
调解受案 4572件，调解成功 4073件，成功
率89%，在全部5800件民事纠纷中，70%以
上在诉前得到化解。

在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
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质效评估中，绥北法院
连续两年排名全国前列、全省第一。

探访绥北法院“家门口解纷”

□文/摄 贾婷 张振翼 宋燕军
本报记者 姚建平

4月 8日，丽日晴空，春光明媚，在闻
名遐迩的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雅尔塞镇哈拉新村里，锣鼓喧天，鞭炮齐
鸣，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哈拉新村“楚勒
罕大街”正式亮相。至此，梅里斯达斡尔
族区再添一处民族乡村文旅“打卡地”，
这对于促进达斡尔族乡村经济提升以及
宣传达斡尔族传统文化、达斡尔族民族

服饰、民族美食、民族手工艺、民族歌舞
等，将起到重要的传承和推广作用。

据了解，“楚勒罕”意为“盟会”，是清
代设立的定期集市之一。大街目前设有
摊位 43 个，经营范围有达斡尔族传统美
食、特色小吃、传统服饰、非物质文化遗产
达绣产品、葫芦手工艺制品等，兼有民族
歌舞表演等项目，打造成集购物、休闲、娱
乐、民族文化为一体的集市大街。

当日，近千名慕名而来的游客在新
建成的“楚勒罕大街”上感受着达斡尔

族非遗文化、品尝特色美食，品尝着村
民自家种的瓜果和特产。记者在现场
看到，不少游客对达斡尔族手工制作的
葫芦、刺绣、陶瓷制品以及摊位前的绿
色食品等十分青睐，纷纷购买，大饱眼
福和口福。更有不少游客，换上达斡尔
族民族服饰，在大街上打卡拍照、骑车
留念。

“‘达族人家’喝美味的柳蒿芽汤、洪
磊火塘民谣小院赏民谣、草原上骑骆
驼”，据该村村干部介绍，为了让来此游

玩的游客更好的感受到乡村文旅体验，
村里以新开张的“楚勒罕大街”为主轴
线，结合村内哈拉新村非物质文化遗产
体验馆、卓越旅程营地咖啡、洪磊火塘民
谣小院、草原风情游等亮点纷呈的“打卡
地”，为游客及广大市民提供一场场丰富
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大餐，让梅里斯达斡
尔族区乡村游变成名副其实的“开心之
旅”“收获之旅”。

左图：哈拉新村楚勒罕大街游人如织。
右图：身着民族服装的游客打卡拍照。

到“楚勒罕大街”感受达斡尔族风情

本报讯（记者杨镭）9日，我省
第十五届运动会短道速滑比赛在
七台河体育中心收官。七台河队
夺得 22 金占据该项目金牌榜首，

牡丹江队夺得 11 金，佳木斯队夺
得7金，哈尔滨队和齐齐哈尔队各
获5金，黑河队获2金。

逐鹿。 图片由省体育局提供

省运会短道速滑比赛收官

本报10日讯（记者杨镭）10
日，“奔跑吧·少年”黑龙江省第十
五届运动会击剑比赛在哈尔滨市
人民体育馆收官。本次比赛从 8

日开始共进行3天，在全部10个小
项的比赛中，哈尔滨队收获 8 金，
鸡西队和大庆队各获1金。

对峙。 本报记者 杨镭摄

省运会击剑比赛收官

□本报记者 王彦

10 日下午，我省第八届残运会
羽毛球赛决出本届残运会夏季项目
首枚金牌。哈尔滨市羽毛球队特奥
男子双打对阵伊春市羽毛球队特奥
男子双打，哈尔滨市队郑刚和徐圣慧
以2：0夺得金牌。

两名特奥运动员，是如何跨过重
重艰难险阻走上领奖台的？

教练员李超告诉记者，别看郑
刚 28 岁，徐圣慧 30 多岁，但他们的
认知能力远远低于他们的实际年
龄。二人均从事特奥羽毛球运动十
几年了。

李超回忆，两名运动员刚开始打
羽毛球时，不会接球，眼手配合不协
调，一个动作反复做也做不好。李超
就手把手教，从握拍到颠球到正手发
球到发接高远球，一点点学习技术动
作、步伐和规则。

起初，孩子们连场地上的线界内
界外都分不清；因为判断不好距离和
速度，仅颠球一个动作就练习了两个
多月；开始握拍紧不会发力，手磨破
了皮；步伐不稳，常常会绊倒自己；脚
也时常磨起了泡。

“咱的孩子们每天基础接发高
远球至少百余次，小孩子练着练着
就会厌烦，我就准备好吃的东西鼓
励他们。”

孩子们每天都要刻苦训练两三

个小时。当时条件有限，只能用铝合
金球拍，球的毛都打没了还舍不得
丢。借用的是道外区第八中学的场
地，水磨石地面，用胶带粘上当线。
后来在残联组织的支持下，孩子们才
用上了碳素球拍，有了好的装备。残
联组织还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各类比
赛，在实战中成长。一步一步地，孩
子们从接不到球，直至在全国特奥会
上屡屡摘金夺银。

2021 年，全国第八届特奥会上，
李超带领6名运动员，开始了近一个
月的参赛生活，最终郑刚和徐圣慧获
得男子双打冠军。

省第八届残运会羽毛球比赛前，
李超对队员们讲：“你们代表着哈尔
滨，代表着残疾人群体，你们一定会
在赛场上闪闪发光。”孩子们的眼睛
里燃起了一团火。

如今，李超已从一名普通的体
育教师，升任副校长。除了日常的
体育教学、德育工作外，挑选合适的
学生进行特奥羽毛球的训练，并带
领他们参加各种特奥赛事，是他的
日常。

从 2006年全国第四届特奥会至
今，作为特奥教练员，李超带领他的
特奥运动员们连续参加了五届全国
特奥会。“我带着这些特奥运动员在
各项重大赛事上获得百余枚奖牌，他
们收获的不仅是奖牌，更是成长和自
信。”李超说。

李超和他的特奥羽毛球运动员们

（上接第一版）满弓劲发“抢春风”。
行走在尚志广袤大地上，一个个施工现场
春潮涌动，项目建设高歌猛进。截至目
前，尚志市已开复工 7 个大项目。4 月底
前，开复工项目数将达 29个，其中新开工
大项目17个。

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尚志市
用目标考核机制激励鞭策，对项目谋划个
数、项目投资额完成数量、产业项目开复
工数量等指标量化分解，实打实压到干部
身上，为每名干部精准“画像”，重用重奖
考核成绩靠前的班子和干部，形成了“你
追我赶”的生动局面。

“尚志市为每个项目成立要素保障专
班，建立市级领导包保机制，全程帮办、领
办、代办，确保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尚志
市发改局局长张明说，近期将举行“擂台
赛”，开展“比武拉练”，让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推进。

“第一时间召开联席会议倾听企业诉
求，用最短时间完成项目审批，让企业心
无旁骛专注项目建设。”投资 13.6 亿元的
河东 200MW 风电项目正在筹备开工，项
目负责人徐海东对如期竣工充满信心。

加速建设哈牡次中心城市，尚志市加
力打造四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尚志抽水蓄
能电站开工建设，招引风电、光伏、热电联
产项目纷至沓来，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异军
突起；“链主”企业蒙牛乳业完成升级改造，
延伸引进投资 3 个万头现代牧场开工建
设，绿色食品产业集群羽翼渐丰；派斯菲科
单采血浆站项目达产达效，中关村医疗器

械大健康产业园项目将开工，医药及医疗
器械产业集群加速聚变；鱼池新兴朝鲜族
风情村、一面坡文化艺术小镇等重点项目
落地建设，文旅康养产业集群雏形日显。

踏春提速，尚志市对已签约、新签约
项目靠前服务，对在建项目明确月度计
划，确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夺得全年“满
堂红”。

迎春风招大引强精彩开局

近几天，浙江天元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钱建东格外兴奋，企业在尚志市投资建
设的北菜加工项目进入土地批复流程。

“今年 8 月，投资 8000 余万元的精包装速
冻蔬菜生产线就能投用，蔬菜种植基地已
落实近万亩，尚志速度令人意想不到。”钱
建东说。

做大做强北菜种植加工产业，2022年
尚志市组建北菜产业招商专班，紧盯当地
蔬菜种植加工龙头企业上下游，成功引进
浙江天元食品有限公司签约落地，并全力
做好协调和服务。

投资企业招得来、落得好，与目标考
核“指挥棒”鲜明导向密不可分。尚志市
招商引资掀起一轮又一轮热潮，推动更多
产业聚链成群。

迎春风，启新局。2 月 27 日，尚志市
举行 2023 年第一批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30 个大项目集中签约，总签约额
达225.5亿元，成为近年来规模最大、数量
最多、金额最高的一次落地签约。其中，
12 个工业项目签约额达 116.4 亿元，吹响

春季首批项目开工冲锋号。
谋非常之策，举非常之力。尚志市把

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成立17个产业
链招商专班，分别由市级班子成员担任

“班长”。以打造四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为
牵动，以“四大经济”为突破口，聚焦产业
链图谱和供应链家谱，打好招商引资“组
合拳”。

抢占新赛道，紧抓碳达峰碳中和机
遇，2022 年，尚志市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韧劲与执着，由市委书记带队赴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30余次，成功招引立市项目——
尚志抽水蓄能电站落地开工，并乘势而上
打破国内“一地一站”常规，今年一季度，
计划投资83.13亿元的亚布力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落地签约，延链补链带动风电、光
伏、牧光互补等一系列项目聚集，清洁能
源产业规模突破300亿。

尚志市委目标办主任岳鹏鑫说，招商
引资目标考核，既考察签约额、实际利用
资金等硬性标准，也考察乡贤联络、工作
配合等要素保障；既通过资金到位情况、
项目落地情况看实效性，也通过提供招商
信息数、外出招商频次看积极性，激发党
员干部冲在一线、干在前线，勇创佳绩、晋
位争先。

沐春风考核激励跳起摸高

2021年以来，尚志市对照省及哈尔滨
市各项目标考核任务以及尚志市重点任
务，建立健全目标考核体系，以中心工作

“称重”，看指标比进步、看形象比进度、看

排名比进位，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晋
升职级、评优评先等结合起来，形成绩由
事考、人以绩论的闭环链条，让实干者实
惠、优秀者优先、有为者有位，释放干事动
力、创业活力。

结合近两年目标考核以及专项考核、
年度考核结果，去年 12月，尚志市对全市
干部进行调整，56名工作出色干部得到提
拔重用，对 4个工作落实效果不佳班子全
面调整。

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
如今在尚志，自加压力、争先创优者如沐
春风。

用一贤人则群贤必至。目标考核引
领，尚志市形成了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
肩上有指标的浓厚氛围。见贤思齐、真抓
实干蔚然成风。

近期，《2023 年度尚志市目标考核实
施办法》印发。全力以赴拼经济，在正向
激励目标中，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
展、质量效益改善等权重占到九成。“今年
的考核细责，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更加突
出。取消谋划项目个数内容，新增‘新入
库项目个数和投资额’两项内容，引导各
单位从‘谋划、招引’向‘落地、投产’转
变。”张明说，目标考核办法还新增了对各
产业链招商专班考核内容，对实际成效进
行排名，招引更多优势企业和优质项目。

且长凌风翮，乘春自有期。用好考
核“指挥棒”，树牢实干“风向标”，无限春
光里，尚志正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磅
礴力量。

尚志 项目建设绽放“满园春色”

本报10日讯（记者吴玉玺）10
日，记者从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
嫩江干流嫩江段（嫩江市嫩江镇）、松
花江干流富锦段（富锦市富锦镇）于
10 日开江，开江日期较常年分别提
前 6 天、7 天，至此嫩江、松花江全线
开江。

截至目前，我省四大江河中，

嫩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已全线开
江，黑龙江干流乌云至嘉荫段已开
江；我省 18 条中河中，绥芬河、蚂蚁
河、穆棱河、拉林河、通肯河、逊毕
拉河、乌裕尔河、雅鲁河、牡丹江、
讷谟尔河、诺敏河、挠力河、呼兰河
已开江；其他河流或江段处于封冻
或融冰状态。

嫩江、松花江全线开江

本报10日讯（黄晓慧 记者赵宇
清）10日上午，黑龙江省“头雁”工作
站签约暨红松博物馆开馆仪式在位
于勃利县的黑龙江宏泰松果有限公
司举行。

据介绍，红松博物馆是黑龙江宏
泰松果有限公司历时 3 年时间建设

的全国第一个民营红松博物馆。博
物馆投资 650 万元，建筑面积 675 平
方米，馆内多为红松原木打造，阵阵
松香扑鼻。一楼为红松生态展厅、产
品体验展厅，二楼建有展现红松文
化、精神特征的红松综合展厅，馆外
还建有微缩红松园景观。

全国首家民营红松博物馆落户勃利县

本报讯（见习记者唐海兵）近日，
全省首家“林业苗圃机械化试验基
地”落户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

据了解，国家林草局哈尔滨林业
机械研究所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专
业从事林草技术装备研究的科研院
所。在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项目、
国家林草局重大项目、全国林草装备
重大战略研究方面具有雄厚的科研

基础和研发实力。
尚志管局是省林草局直属事业

单位，下辖 8 个国有林场，总经营面
积20万公顷。尚志管局元宝苗圃建
圃于 1962 年，总面积 678 亩，是全省
保障性苗圃，建设科学、管理规范、技
术力量雄厚，为苗圃机械化装备的研
发提供多元化基础条件和坚实技术
保障。

省内首家“林业苗圃机械化试验基地”落户尚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