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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史濛濛
　　
　　记者近日从黄岛区（西海岸新区）
人民法院获悉，由该院报送的《李某与
某建工公司、某钢铁公司、王某、蔡某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调解案》入选最高
人民法院多元解纷案例库。
　　据了解，多元解纷案例库由最高
人民法院牵头，16家“总对总”多元解
纷机制共建单位及其他中央有关单位
共同参与建设，主要收录各单位通过
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成
功化解矛盾纠纷的典型案例，更好为
各类社会主体开展纠纷化解工作提供
参考，为人民群众选择调解等解纷方
式提供指引，对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

化解纷需求，进一步凝聚纠纷解决合
力，促进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
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李某与某建工公司、某钢铁公司、
王某、蔡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调解案，
是一起发生在工程施工领域的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
　　2024年6月，某钢铁公司与某建工
公司就某钢铁公司因厂房漏雨维修事
宜达成合意，后某建工公司将维修工
程转包给王某。王某承包该工程后，又
找到蔡某组织柳某、刘某等4人现场施
工。7月12日，因柳某手臂受伤无法上
工，蔡某将临时从劳务市场招来的李
某带到屋顶进行维修作业。由于李某
不熟悉破损的屋顶结构，踩踏屋顶中
间采光板致屋顶碎裂，其从厂房顶部
坠落到地面并死亡。李某家属向法院
提起诉讼。
　　由于该案中工程存在层层分包、
转包情况，涉及主体多，导致矛盾化解

难度大。李某家属因失去家中“顶梁
柱”情绪激动，而工程发包方、承包方
以及转包方因责任界定不清对赔偿方
案僵持不下。对此，区法院通过“府院
联动”机制，与案件发生地街道办事
处、街道应急管理中心、派出所以及司
法所联合开展纠纷调处工作。
　　调解员经沟通了解到，案涉维修
项目经过层层分包和转包，负责组织
施工的蔡某“失联”，事故善后处理难
度极大。李某家属提出280万元赔偿请
求，但案涉维修项目总金额为12万元，
某钢铁公司、某建工公司、王某、蔡某
均表示无力承担巨额赔偿。
　　为此，区法院指派法官指导各单
位调解员开展相关工作：由街道办事
处做好李某家属的安抚工作；司法所
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和调解员，多次与
李某家属进行沟通，为其讲解相关法
律法规，同时进行心理疏导，平复激动
情绪；由法官会同公安、司法等单位工

作人员以及调解员开展责任认定和民
事赔偿工作，并拟订调解方案；组织某
钢铁公司、某建工公司、王某、蔡某及
李某亲属就调解方案进行沟通，就和
解方案现场释法讲解。
　　各单位调解员通过多轮“背靠背”
协商引导，促使双方逐渐缩小赔偿金
额差距。面对王某、蔡某拿不出钱的情
况，调解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协调
由项目发包方某钢铁公司代表各承
包、分包方等赔偿主体，先行履行赔偿
义务，最终促使本案纠纷得到妥善化
解。 
　　通过“府院联动”机制，一方面依
托法院专业优势，为纠纷化解提供了
法律支撑和专业指导；另一方面，政府
相关单位各司其职，通过多部门多轮
耐心细致的沟通，最终成功促使纠纷
得以妥善解决，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帮助李某家属尽快拿到赔偿款，
又避免了矛盾激化，做到案结事了。

  2025年新区将以更大力度推进法治领域改革，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为“品质西海岸”建设注入法治动能

以法治之力托举城市品质跃升
　　□本报记者 李宛遥

　　2025年是《青岛西海岸新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法治新区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法治建设
系列规划实施的收官之年。2月6日，全区2025年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暨品质西海岸建设动员大会召开，吹响“品质西海岸”建设
集结号。面对新阶段新任务，新区如何推动法治建设全面提质，以法治之力托举城市品质跃升？记者日前采访获悉，今年新区
将以更大力度推进法治领域改革，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为“品质西海岸”建设注入法治动能。

“府院联动”搭桥梁，用心解纷纾民困
西海岸新区一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多元解纷案例库

惠民法治

  今年，新区将编制《2025年全面
依法治区工作要点》，开展“十五五”
法治新区建设规划工作，制定《青岛
西海岸新区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工
作实施办法》，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
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清单制度，落实法治建设责任制。
　　述法制度是压实领导干部法治

责任的有力举措。在过去会议述法、
电视述法等形式的基础上，今年，新
区将进一步健全区直单位和镇街党
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制度，推动述法工
作向部门、镇街延伸，推动“一把手”
述法从“纸面”到“台前”，将村（社区）

负责人纳入述法范围，实现述法主体
应述尽述。
　　新区将立足《青岛西海岸新区
法治督察办法》，推动法治督察机制
实现系统性升级。围绕重点执法部
门行政执法情况、法治镇街建设、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落实情况，持续
加强法治督察与纪检监督监察的协
调配合力度，构建“法治督察+纪检
监督监察+检察监督+执法监督”相
融合的“法治督察+”模式，充分发挥
法治督察倒逼法治建设责任落实职
能作用，着力解决全区法治建设领
域突出问题。

  如何塑造法治建设新优势？重在
用好改革这一招是关键。
　　2025年，新区将围绕《青岛西海
岸新区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的实
施意见（2024-2027年）》，统筹推进
深化党领导法治建设工作体制机制，
加快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公正司法

等领域的改革步伐，大力推进涉外法
治建设工作，着力解决法治领域存在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2024年，新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
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区、镇街两级“一

站式”矛调中心标准化建设、规范化
运行，形成了“1个区中心+23个镇街
中心+368个村（社区）矛调工作站+
2276名调解员”的矛调化解体系，全
年 社 会 矛 盾 纠 纷 总 量 同 比 下 降

39.3%。今年，新区将聚焦群众关心关
注的城市建设、物业管理等热点难点
问题，持续创新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的
新路径、新模式，广泛开展“法治为民
办实事”活动，实现人民群众法治需
求和供给之间的良性互动，以良法善
治护航人民美好生活。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是衡量一
个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
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之举。
　　从持续健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机制到推动各项政府行为全面纳入
法治轨道，从深化“放管服”改革到
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从全面推
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到致力于
让执法有力度更有温度……近年
来，新区通过制定《青岛西海岸新区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指标体系》，充

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
用，多措并举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今
年，新区将继续以“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作为法治建设工作主线之一，
全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需要让
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2025年，新
区将开展“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营商
环境”专项法律服务行动，针对企业

生产经营管理中的痛点、盲点、难
点、堵点，进一步前移法律服务关
口，帮助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健全管
理制度、防范法律风险、化解矛盾纠
纷，提升企业依法管理、依法经营、
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以高水平
的法律服务护航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需要政府

部门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新区将以
《青岛西海岸新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指标体系》为标准，推动各单位各
部门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
能力，聚焦广大经营主体的法治需
求，强化全方位法治保障，发挥法治
助企惠民作用，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聚力提高新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水平。 

机制创新，压紧压实法治建设责任

改革攻坚，良法善治护航美好生活

多维发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