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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中法〔2021〕33号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印发《关于优化人民法庭布局 准确定位人民法庭

职能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诉源治理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

全市各相关基层人民法院：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优化人民法庭布局、准确定位人

民法庭职能、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诉源治理的实施方案》已

经市中院党组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认真组织落实。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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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优化人民法庭布局 准确定位人民法庭职能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诉源治理的实施方案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庭工作的工作要求，认真开展好《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21年司法便民利民十项举措》中的“实施乡村振兴司法服

务活动”，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和在推进

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前沿阵地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

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发展“枫桥经验”，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适应新时代要求，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

向，充分认识发挥人民法庭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发挥人民法庭

对于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提升公正司法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格局的职能作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需

求，努力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总体方案

（一）优化人民法庭布局

各基层人民法院要根据“两便”原则，综合辖区内人民法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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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数量、区域大小、人口数量、交通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

审判资源配置等实际情况，优化人民法庭的设立并按程序办理。

对于已经设立的人民法庭，应当完善保障措施，充分发挥其职能

作用。对于没有办公场所的人民法庭，在乡镇综治中心等乡镇的

有关场所设置定期巡回审判点，方便群众诉讼。对于人民法庭与

院执行局共用办公场所的人民法庭（如栾川城关法庭、孟津城关

法庭），执行局应尽快搬回院机关办公，恢复人民法庭原有的建

制。

（二）准确定位法庭职能

各基层人民法院应处理好诉源治理、乡村振兴与案件办理之

间的关系，合理定位中心法庭、城区（城郊）、边远地区和其他

人民法庭等人民法庭功能，突出人民法庭在推动诉源治理、参与

乡村振兴方面的工作，不能将人民法庭同质为院内设部门，不能

与院机关民庭同质化，不能与院机关民庭随机轮流分案。

1. 对于经济较为发达、交通便利、案件较多的中心法庭、城

区（城郊）人民法庭，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或探索专业化审判法

庭（如道交、家事法庭），办理辖区内多发易发、专业化程度较

高、亟待确立裁判规则的案件，增强矛盾纠纷化解能力；或探索

速裁审判法庭，通过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等，快速审理大量

简单、传统民事案件。

2. 对于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人民法庭，在努力实现就地快速

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上，要积极探索立审执一体化的运用。对人

民法庭审结的案情简单、争议不大、标的额较小的案件以及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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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庭执行更加方便群众诉讼的案件，由人民法庭负责执行。对

执行难度大、人民法庭执行可能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实现以

及人民法庭人员装备难以开展执行工作的，仍应由基层人民法院

负责执行。

3. 对于其他人民法庭，坚持重心下移，利用其贴近乡村、服

务基层优势，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三）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诉源治理

认真学习、弘扬、发展“枫桥经验”，整合基层社会管理组织

资源，重视乡规民约、善良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统筹发挥法治、

德治、自治、智治功能，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做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加强与所辖区域乡镇党委、政府的联系，定期

通报人民法庭工作，分析辖区矛盾纠纷的特点，提出合理化建议，

共同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

1. 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网络。坚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

参与多元化解工作，主动与乡镇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人

民调解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接，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道

交一体化平台、移动微法院等为依托，构建“多位一体”的矛盾纠

纷化解网络。探索在人民法庭设立调解工作站，承担指导人民调

解、协同化解纠纷、提供规范指引、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职能。

2. 加强对人民调解的监督指导。人民法庭要积极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通过微信群、QQ群等方式，建立调解

工作“朋友圈”，形成人民调解工作定期联系制度，加强对人民调

解工作的业务指导。人民法庭应当配合司法行政部门或者由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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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提高其调解能

力；有针对性地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庭审，参加法庭主持的调解

活动。对当事人就人民调解协议纠纷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及时立

案，依法确认和维护合法的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对调解协议违

法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确认无效，并以书面的形式通知人民调

解组织和司法行政部门。

3. 完善特邀调解员制度。邀请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熟悉乡

村实际、热心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沟通协调能力的乡村干部、群

众、退休法律职业人员作为特邀调解员，参加纠纷调解，促进矛

盾化解。加强与特邀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的沟通，对本辖区

内常见、多发的类案，邀请调解组织进法庭参与调解，及时化解

矛盾。当事人认为调解协议有必要司法确认的，人民法庭应做好

调解与司法确认的衔接工作。

4. 强化巡回审判。在边远山区以及其他群众诉讼不便地区，

积极推行人民法庭主导的巡回审判等模式，形成全覆盖的司法服

务网络。根据审判实际，主动延伸人民法庭工作范围，对具有教

育、警示意义的案件进行巡回审理，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的意义。

5. 加强“无讼村”创建。联合基层治理组织开展“无讼村”创建

活动，完善“百姓说事、法官说法”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在纠

纷多发、易发领域设立法官联络点、法官工作站或巡回法庭，依

托法庭、法官工作站、巡回审判点和村（社区）网格员，构建起

“庭、站、点、员”纠纷预防化解网络，与辖区党委政府协调，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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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村”建设纳入综治中心考核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和保障。

6. 加强法治宣传。进一步加强乡村法治宣传教育，通过巡回

审判等方式，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为依托，上

好“法治公开课”，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群众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意识，营造“有话好好说、有事依法办”的和谐社会环境，

推进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建设。

（四）加强人民法庭队伍建设

建立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联系人民法庭制度，帮助解

决实际问题。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严格落实“支部建在庭上”

的工作要求，对于党员少、无法成立党支部的人民法庭，要联合

其他人民法庭或者院机关庭室成立联合党支部，确保基层党组织

在人民法庭实现全覆盖。院领导要定期参加法庭党支部召开的组

织生活会，推动基层党建丰富形式、提升实效。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各自审判力量，对不同功能定位的人

民法庭合理调配。对于城区（城郊）人民法庭，要进一步充实年

轻法官、法院新进人员，确保审判力量与其业务相匹配，快速集

中审理多发的类型化案件或速裁案件；对于边远地区人民法庭，

侧重加强司法辅助人员、执行人员、法警等人员配置，充分发挥

法庭就近、便民的立、审、执功能；对于其他人民法庭，侧重加

强审判资源配备，配齐配强审判团队。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选拔政治强、业务精、善协调、懂管理的

员额法官担任人民法庭庭长。人民法庭庭长实行轮岗制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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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每三年交流一次，满五年应当交流。法官等级择优选升时，应

当向人民法庭倾斜。

三、考核机制

进一步优化人民法庭考核评价机制，综合考虑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情况、人民调解员和人民陪审员的使用情况、案件主动履行

率、办案平均审限等因素，对人民法庭职能发挥情况进行科学合

理的评价，进一步明确工作导向。对于从事专业化审判的城区（城

郊）人民法庭，突出其在统一裁判尺度、快速解决纠纷等方面发

挥的作用；对于从事速裁审判的城区（城郊）人民法庭，突出员

额法官人均办案量、平均审理期限等。对于边远地区人民法庭，

突出对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调解矛盾数量、案件主动履行

率等因素的考核。对于其他人民法庭，考核时既考虑办案量，又

综合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

人民法庭员额法官的绩效考核暂时按照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1年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工作要点》施行。

附件：对相关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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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对相关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工作的意见

1.栾川法院现有潭头、三川、城关三个法庭。潭头、三川法

庭均为边远法庭，且法庭之间距离较远，审理本辖区的民事案件，

布局较为合理。城关法庭目前与执行局共用办公楼，栾川法院将

于 2021 年 10 月底搬迁新办公楼，届时城关法庭距离院本部 15

公里，将承担辖区内民事案件，布局得到优化。应将诉源治理、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制度化，总结工作经验。

2.汝阳法院现有上店、三屯、内埠、蔡店四个法庭。四个法

庭均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分布在汝阳县的四个方位，分别管辖辖

区案件，案件量适当，并通过将执行力量下沉，推行立审执一体

化，推行过程中应注重总结，以便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3.伊川法院现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法庭。其中

第三法庭无独立办公场所，目前在院内办公，应转变为专业化审

判法庭。另外，各法庭审判质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普法

宣传工作仍需加强。

4.嵩县法院现有车村、城南、大章、田湖四个法庭。车村法

庭距离院机关较远，应加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城南法庭的

办公地址由院执行局使用，大章法庭刚建成但未投入使用，田湖

法庭系危房处于改造期间，大章、田湖法庭距离院本部较近，辖

区群众去县城比到法庭驻地更方便，三个法庭目前均在院本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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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鉴于上述情况，三个法庭应在辖区设立巡回审判点或转变为

专业化法庭。另外，法庭应积极参与到社会基层治理工作中。

5.偃师法院现有城关、首阳山、顾县、高龙、缑氏、翟镇共

六个法庭。其中城关法庭为城区法庭，也是专业化的道交法庭。

首阳山、顾县、高龙、缑氏四个法庭 2020年 4月实际投入使用，

布局较为合理。翟镇法庭目前没有办公场所，应在辖区乡镇综治

中心设立巡回审判点作为过渡或转变为专业化法庭。另外，应注

重对法庭相关工作的宣传推广，普法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仍需加强。

6.孟津法院现有城关、会盟、小浪底三个法庭。其中城关法

庭距离本部不足 5公里，“两便”功能弱化，为避免与院民庭同质

化，应转变为专业化法庭。因孟津县与吉利区合并为孟津区，对

于法庭布局，需待新的行政区划调整完成后，再决定在原吉利区

增设人民法庭。

7.宜阳法院现有城关、北城、韩城、莲庄四个法庭。城关法

庭目前在院本部办公，应在辖区乡镇综治中心设立巡回审判点，

或直接转化为专业化法庭。北城、韩城、莲庄三个法庭布局较为

合理，法庭布局暂时无需优化，注重总结在诉源治理、服务乡村

振兴方面的经验。

8.洛宁法院现有城关、长水、大原三个法庭。三个法庭的布

局均较合理，但法庭的普法、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仍需加强。

9.新安现有五头、仓头、北冶、石寺四个法庭。其中五头、

仓头法庭布局较为合理，暂不做调整。北冶、石寺法庭距离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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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将北冶法庭搬迁至磁涧镇，不变编制，是否可行，需进一步

调研。五头、石寺法庭正在试点推行立审执一体化，实践中应注

重总结经验、问题。

10.洛龙法院现有关林、白马寺、古城、龙门、李楼、李村、

诸葛、庞村八个法庭。关林法庭布局较为合理。白马寺法庭案件

量偏少，且距离院本部较近，应转变为专业化法庭。古城、龙门、

李楼法庭因城市道路建设，均无独立办公地点，目前均在院本部

办公，应转化为专业化法庭。李村、诸葛、庞村三个法庭均在伊

滨，由于伊滨行政区划尚未完成，洛龙法院只负责代管三个法庭

案件，致使三个法庭各项工作推进缓慢，进展艰难，下一步洛阳

中院将协调洛龙区政府、伊滨管委会等单位，完善李村、诸葛、

李楼三个法庭的人力物力等保障，推动法庭工作行稳致远。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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