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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淑栋 刘鹏 张宗虎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23日，记者从淄川区人社局

就业办获悉，为进一步巩固开展集充分就业、积极
创业、智慧就业、标准化服务于一体的“四型就业
社区”创建工作，淄川区将推荐上报7个社区，参
加全省首批“四型就业社区”评估认定活动。本次
全省将评定出省级“四型就业社区”500家。

据了解，淄川区就业办公室从年初就开始了淄
川区“四型就业社区”的前期摸排走访工作，经初
步筛选，最后确定了夏庄社区、北苏社区、大刑社
区、般阳社区、杏花社区、北工社区、洪铝社区7
个社区居委会参加首批省级示范“四型就业社区”
的申报工作。

下一步，淄川区就业办公室将进一步加强“四
型就业社区”创建工作力度，实现充分就业、积极
创业、智慧就业、标准服务在社区的“大融合”，
不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质量，实现就业创业服务
的“全覆盖”“全天候”“无缝隙”和“实用
性”，真正把就业创业服务做到群众家里、群众心
里。全区有7个社区申报省级示范“四型就业社
区”，12个社区申报市级示范“四型就业社区”。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24日，第四批“山东老字

号”拟认定名单公示了，共有75家企业入围，公示
期自8月24日至9月1日。第四批拟认定名单中，全
省17地市均有涉及，其中淄博最多，共有13家，紧
随其后的是青岛和泰安，均有8家。

从类别上看，这些老字号主要来自酒水酿造
类、食品类、医药保健类、餐饮酒店业、制造工业
类、纺织业、工艺美术类、商贸服务类和农产品加
工。其中食品类最多，为28家，占比超过三成，其
次为酒水酿造类13家。

第四批“山东老字号”拟认定名单公示

淄博13家全省最多

淄川7个社区将参选

省级“四型就业社区”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李枞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二十二》打破国内纪录片票房纪

录，该片凭借敏感题材及上佳口碑，排片及票房逐日
走高，全周收获票房1 . 24亿，两倍于国内纪录片票房
纪录。8月25日，郭柯导演在淄博齐纳国际影城举行
媒体见面会宣传他的电影《二十二》。

“温柔”和“自家的老人”是郭柯多次强调的一个
词，这也是他处理这部影片时保持的心态。不穿插历
史画面，不配旁白，极少的背景音乐，没有戏剧般的
冲突，有的是一群耄耋老人日常的生活：吃饭、睡觉、
看电视、打牌、喂猫……《二十二》从头至尾都很平
静，还有暖人的笑与儿时的童谣。

郭柯来淄宣传《二十二》

努力做到审理周期最短，服判息诉率最高，执行到位率最好，高新区法院———

让群众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丁稳 闫晓

克服案多人少矛盾

探索建设类案快审机制

淄博高新区法院成立于2001年，正式干警
52名，结案400余起。到2016年，在干警数量没
有增加的情况下，结案数量却达到了4000余
件，是以前的10倍，面临案多人少的难题。为
此，2016年，淄博高新区法院院党组提出了建
设品牌法院的要求，即以‘单项工作争第一，
整体工作创一流’为目标，以走在淄博市法院
前列为定位，全力创建高新区法院品牌。

5月初，山东某不锈钢公司的25名劳动者
不服劳动仲裁委的仲裁裁决，一纸诉状将该公
司告上法庭，要求公司支付停产期间基本生活
费、未休年休假工资等七项诉讼请求。因25名
原告诉求基本一致、被告相同，又属于同类案
件，民事审判团队立即启用了类案快审机制，
通过调取银行流水，确定该公司要求员工虚假
辞职的事实，而后通过调解，终于在庭审当日
成功调处了该25件劳动争议案件，为劳动者挽
回经济损失26万余元。

这是该院探索建立类案快审机制以来，民
商事案件办理效率显著提高、结案数量大幅上
升的一个缩影。虽然25件案子，开庭仅用一天
时间，但是法官从取证、调查都耗费了不少心
思和时间。“类案快审机制的探索建立，不仅
提高了法官的工作效率，缓解了办案压力，还
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通过调解这20多起案
件，不仅帮工人们拿回了工资，也让企业有一
定的经济缓冲，每一次的调解都是有‘温度’
的。”民庭法官槐燕表示。

通过探索建设类案快审机制，2017年1月
至5月，高新区法院民庭审结案件285件，同比
增长12%，案件调撤率达到75%，同比上升
26%，一审服判息诉率达到83%，同比上升
4%，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

诉前特邀调解

多元化解群众矛盾纠纷

“感谢特邀调解员，不仅公平地将赔偿金
进行了分割，还避免了家庭矛盾激化，祖孙成
仇人。”高新区某村的孙某握着调解员的手不
停感谢。去年7月，孙某的丈夫邢某在工作时
发生事故不幸身亡，用人单位支付赔偿款共计
116万元，打入了其亲属邢某的账户，但孙某
及其3个孩子、公公、婆婆却因赔偿款的分配
问题产生争议，闹上了法庭。

高新区法院的特邀调解员接到该案后，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双方互相体谅彼此的难
处，公平公正地将赔偿金进行分割，最终使双
方达成了和解协议，祖孙三代的感情和好如
初。由于诉前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仅诉讼费
一项就为当事人节省15000余元。如果本案通
过诉讼程序经过审理并进入执行，则至少需要
半年以上的时间，通过诉前调解大幅节省了当
事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2016年9月，高新区法院将审判力量与化
解矛盾的社会力量有机结合，探索人民法院参
与多元矛盾化解的新路径，建立了诉调对接中
心，采取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聘用特邀调解
员和调解助理，录用的5名特邀调解员平均年
龄55周岁，有深厚的群众工作基础和丰富的社
会经验。在日常工作中，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
法律法规专题培训，法官倾情传授纠纷调解技
巧，丰富了特邀调解员的业务知识。通过诉前

分流和特邀调解，成功调处各类诉前、诉中纠
纷525件，调解成功率达到53%，调解案件自动
履行率达到100%。

6月8日，淄博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进驻高
新区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全市首个仲裁诉调对
接工作室落户该院。自此，当事人在诉调对接
中心可一站式办理诉前调解、仲裁调解、仲裁

申请、诉讼立案等全部业务，实现诉前调解、
仲裁、诉讼的无缝衔接。

“飓风行动”震慑老赖

破解执行难题

“执行难”一直都是困扰法院工作的一项
痼疾。高新区法院在执行局探索建立了诉讼财
产保全中心，推进执行警务化建设。建立失信
被执行人惩戒机制，定期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员
名单，并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纳入社会征信系
统，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贷款、招投标、高消费
等活动，敦促失信被执行人积极履行义务。

2012年，老赖刘某某为扩大运输公司的规
模，通过某融资担保公司担保向银行贷款一千
万元，借款到期后，刘某某以没有偿还能力为
由拒不还款，担保公司履行担保责任代为偿还
了借款，并将刘某某诉至淄博高新区法院要求
其还款。法院判决担保公司胜诉，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后，刘某某在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一直
抗拒执行。2015年9月，高新区法院采取“飓
风行动”，扣押了刘某某的车和奢侈品，并将
刘某某司法拘留。刘某某因犯拒不执行裁定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一年。

执行不能案件，也就是确无财产可供执行
案件，也是法院执行工作的难点，但这些案件
的申请执行人，又都生活困难，因此，对于执
行不能的涉民生案件，高新区法院本着人民法
院为人民的原则，对生活处于急迫困难、符合
救助条件的申请人，发放司法救助金予以救
济。

张店区四宝山街道郭家村的李某在受雇装
修房屋的过程中从人字梯上摔下，导致重度颅
脑损伤、脑挫裂伤、硬膜下血肿、脑疝。法院
依法判定原告李某承担30%责任，被告庄某承
担70%赔偿责任。但判决生效后，庄某未及时
履行赔偿责任。为将赔偿款早日执行到位，高
新区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赶赴被告庄某新泰老
家，执行过程中，发现庄某常年在外打工，查
不到具体下落，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可
执行的不动产。而原告李某则急需大量医疗费
用，为此，法院启动司法救助，为李某一家提
供司法救助金20000元。从2013年以来，高新区
法院已发放救助金45万余元。

“2017年，淄博高新区法院将继续深化品
牌法院建设，努力做到审理周期最短，服判息
诉率最高，执行到位率最好，让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院长陈树礼
说。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于红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淄博市淄川区优化整合各

类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努力拓展公共法律服
务领域，构筑起法律服务四大工作体系，形
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
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积极参与全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覆盖城乡各行业、各领域的人民调解
工作体系高效运转。60名特邀人民调解员在
区法院、19个派出所和5个法庭等矛盾多发地
及时化解纠纷。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劳动
争议、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行业调解组织，按
照“归口调处”的原则，调解专业纠纷。在
镇办，依托综治办、群工站、司法所建立镇
调解中心，配备2名以上专兼职调解员，负责
指导辖区内调解工作。在各镇办推行建立由
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法律工作者
组成的“代表委员调解团”参与人民调解工
作。在村居，全区461个村（居）全部按照

“五有”标准建立人民调解组织。全区共有
专兼职调解员1810名，今年以来，全区各级
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3110
件，调解成功3091件，成功率99．39％。

同时，在13个镇办法律援助工作站、461
个村（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点，工会、共青
团、妇联、老龄委、消协等部门和各律师事
务所设立的法律援助站点之间，完善沟通、
协作、防范、处置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和规
范衔接，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工作站（点）的
纽带作用，形成横向联动机制。健全完善青
少年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和残疾人法律援助工
作机制，法律援助、公证进驻城管执法局，
积极参与全区城市道路秩序“五室六联”社
会化联合治理，不断拓展法律援助范围，创
优法律服务。今年以来，共办理法律援助案
件279件，解答咨询3000余人次，参与信访协
调会30余次。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全覆
盖，本着合理均衡和务实高效的原则，统筹
成立3支法律服务团队，采取“1＋2＋Ｎ”模

式，全区461个村居全部配备法律顾问，律师
积极参与全区“两断四清”等重点工作，走
进田间地头普法释法、审核协议、化解纠
纷，真正打通法律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让基层干群不出村即可享受到法律服
务。

此外，淄川区还组织律师在区委群众工
作部、区检察院值班，积极参与重大矛盾纠
纷化解。组织律师参与市总工会维权法律顾
问团、市青年律师志愿者服务团，开展“公
益律师进校园”结对活动和律师联系基层活
动。

今年以来，各法律服务机构办理各类案
件诉讼代理232件，解答法律咨询681余人次，
代写法律文书152余件。公证大厅实现接待、
咨询、申请、受理、审批、出证“一站式”
服务。公证处全程服务全区“五室六联”和
棚户区改造工程。今年以来，共办理国内公
证858件，涉外公证316件，实现了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同步增长。

淄川：四大法律服务体系惠民生

诉前特邀调解、建设类案快审机制、提升审执质效、推行执行警务
化……淄博高新区人民法院深化品牌法院建设，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改
革，实行阳光司法，让群众感受法律的公平正义。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胡正鹏 报道
本报桓台讯 8月25日，记者从桓台县文化出

版局获悉，淄博市京剧院红色经典京剧唱段专场演
出在田庄镇宗王村的文化广场上开演，是今年全市
专业剧团“一村一年一场戏”工程在桓台的首演。

“一村一年一场戏”工程是党和政府保障基层群
众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公益性活动。工程将按照“政府补贴、市场运作、院
团演出、农民受惠”的总体思路，培育送戏下乡活动
主体，建立公益文化活动政府补贴制度，逐步形成以
国有文艺院团为骨干、以其它社会演出团体为补充
的送戏下乡长效机制，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今年，全
市“一村一年一场戏”工程由市歌舞剧院、市京剧院、
市五音戏剧院3个专业院团参加，在桓台计划演出12
场，把最受群众欢迎的文艺演出送到基层，使基层
群众每年都能看到精彩文艺演出。

“一村一年一场戏”

在桓台首演

高新区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的特邀调解员在调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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