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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法院全国首批试点家事审判改革

难难断断的的家家务务事事，，让让““家家事事法法官官””来来

本报记者 赵兴超

两家人吵着闹离婚
法官三言两语劝和

“我今天就是要和你离婚，
谁说也不行！”“离婚就离婚，我
怕你？”12月28日，在东平法院家
事案件审理中心，闹离婚的两口
子从家一路吵到了中心门口。

两口子你一言我一语，谁
也不让谁。和女方一块来的，还
有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个个
数落着男方的不是。男方家也
不甘示弱，直言“你闺女要是
好，我们能离婚”？两方闹进了
中心，工作人员没给两人做立
案登记，而是先让两人进了名
为“惜缘”的办公室。

在“惜缘”屋，调解员问起
两人离婚的原因。两人都是在
外地打工，一个在青岛，一个在
江苏。丈夫一开始不知道妻子
的具体工作，前几天回家准备
过年，偶然间得知妻子在洗浴
店打工，气得火冒三丈，以为妻
子干的是不正经工作。在外一
年没见面，妻子也对丈夫的反
应很生气，两人直接闹起了离
婚。法官摸清了症结，让双方的

“助威团”出去等等，先让两人
在屋里互相吐槽对方的不是，
然后根据说出的问题，再给予
一一化解。法官抓住两人在外
各自打工，都是为了孩子的共
通点，三言两语打动了双方，双
方很快和好了。

新型审判团队模式
专职解决家事案件

今年5月份，东平法院成为
全国百家“家事审判方式和工
作机制改革试点法院”之一，从
家事审判专业化、多元化、亲情
化三方面，化解家事案件。

东平法院副院长栾启虎介
绍，作为全国试点，东平法院打
破了家事案件由辖区法庭分散
管辖的格局，成立家事案件审
理中心，率先实现了家事案件
相对集中管辖。原来各个法庭
都受理家事案件，各种案件扎

堆，往往只能来了就上庭，符合
条件的就判，不符合的驳回。集
中管辖后，不仅仅有丰富家事
审判经验和社会阅历的审判员
担任家事审判法官，还建立了

“家事法官+法官助理+家事调
查员+家事调解员+心理咨询
师”的新型审判团队模式，专职
解决家事案件。法官不以判案
结案为目的，以化解家事矛盾
为目标，案子虽然少了，和睦的
家庭却多了。

很多闹上法院的家事案
件，双方都火气冲天，上来就要
法院立案审理，恨不能当天判
决。12 月初，东平县城一对小两
口闹离婚，双方坐在调解中心，
要求法官不马上判离婚就不走
了。对这种情况，调解中心会先

“拖一拖”，一般是一两周时间。
这段时间里，对家事进行调查、
调解和心理疏导，八成的案子
可以和解。

有矛盾调查员入户
心理疏导也要跟上

除了专职审理家事的法官，
民政、妇联、司法、心理等部门也
参与其中，变身调解员、调查员，
做出调查报告找出调解关键点。

今年60岁的王先生已经退
休5年，今年又多了一个新“头
衔”——— 法院调解员。在社区，
经他调解后和解的夫妻、父子
纠纷，已经有五起。老王只是东
平法院众多社会调解力量中的
一员，针对家事纠纷复杂性、隐
秘性、复合性的特点，东平法院
引进社会化力量参与改革，联
合民政、妇联、司法等部门选聘
了20余名家事调查员和家事调
解员，从调查分析、情感调解等
方面协助开展家事纠纷化解工
作。家事调查员主要由擅长沟
通和调查、具有基层工作经历
的人员担任，通过走访邻居、社
区、单位等，了解当事人的婚姻
状况等，向法院出具书面调查
报告，并提出纠纷解决建议。

调解中心设立以来，共审
理家事案件 700 余件，离婚案
件和好率同比提高了 12 . 4 个
百分点。

对于家事纠纷，东平法院
把感情修复放在首位，对家事
纠纷实行“先行诉讼辅导、诉前
委派调解、诉中委托调解”三步
感情修复流程。对前来立案的
家事纠纷当事人，引导接受辅
导教育，通过发放温馨贴士，观
看婚姻家庭教育专题片、结婚
录像等方式，最大限度唤起双
方当事人对婚姻家庭的爱心和
责任心，修复家庭裂痕。

李某(女)与吴某系自由恋
爱结婚，婚后育有一双儿女，
吴某因父母双亡，便与李某一
起与吴某叔婶同住。在吴某外
出打工期间，李某与其叔婶因
家庭琐事发生矛盾，后李某生
气便向法院起诉离婚。法官在
做调解工作时发现双方均为
90后，性格都不太成熟，情绪
容易激动。

在法官的引导下，双方接
受了情感导师的心理疏导。通
过一个半小时的心理疏导，播
放两人结婚录像，双方情绪及
心理上均有所平复，法官趁热
打铁，通过与家事调解员、情
感导师一起做工作，原被告最
终和好，原告撤诉。

被告李某系原告郭某之
子，郭某年逾古稀，近年因病行
动不便，需要有人照顾，但李某
对郭某不管不顾，郭某无奈将
李某告上法庭，要求李某承担
赡养义务。考虑到该案系赡养
纠纷，且原告行动不便，法院便
采取巡回审判方式审理此案。

开庭当天，巡回审判车开
进村委大院，村里几十名群众
旁听了庭审。庭审结束后，被
告深深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抱
头痛哭，并给其母亲郭某下跪

认错，表示将好好尽赡养义务
孝顺母亲。见儿子真心悔过，
郭某撤回了起诉。

回访时，郭某高兴地说撤
诉后李某悉心照顾她，对儿子
的表现十分满意。

法官表示，将法庭搬到原
被告所在村委，让不尽赡养义
务的子女“露脸”“曝光”，促使
其认识错误积极改正，对旁听
群众起到了普法教育意义，达
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本报记者 赵兴超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而近年来家事案子逐年上升，占了法
院案件的半壁江山。家事纠纷的解决，成了法院的一大问题，只判
不管更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东平法院今年5月被列为全国“家事审
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法院”，试水家事审判集中管辖机制，
成功化解家事案件难题。

巡巡回回审审判判车车进进村村，，不不孝孝子子痛痛哭哭认认错错

葛典型案例

法庭搬进村，不孝子当庭痛哭悔过。 本报通讯员 侯传蒙 摄

审判庭专门改用白蓝色调，缓和双方情绪。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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