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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审判，把法送到群众“家门口”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但

是超过法定利率上限的利息也应依法

予以调整。”近日，在新埭镇星光村“共

享法庭”内，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巡

回审判正在进行着。

该案中，因为急需资金周转，被告

向原告借款10000元，出具了相应借条，

载明月利息3000元。而后，被告仅归还

了 3000元，在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拒

不履行还款义务，由此成讼。

对于老百姓来说，民间借贷纠纷是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纠纷之一。虽然

常见，但很多人对于民间借贷相关的法

律问题仍不够了解，实践中经常遇到一

些问题，比如利息限额、诉讼时效等。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法律意识和类

案治理成效，市法院新埭法庭将该起案

件庭审现场搬进村里的“共享法庭”，让

村民们直观了解庭审、认知法律。

“咱们乡里乡亲之间有急事要借钱

周转，一定要规范写好借条、约定利息，

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庭审结束后，

法官面向旁听群众开展了一次现场普

法，介绍了民间借贷关于利息限额、诉

讼时效的规定，解答了村民关于分家析

产等常见纠纷的相关法律问题。

巡回审判不仅是群众解决纠纷的

平台，同时也是一次身边的法律课堂。

今年以来，市法院多次走进镇街道、村

社区、行业市场等，通过一场场巡回审

判活动，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提高群

众法律意识。

6月 25日上午，市法院乍浦法庭在

乍浦镇矛盾调解中心开展了一场特别

的巡回审判活动，专门针对涉羽绒买卖

合同的纠纷案件进行审理。

庭审过程中，原告、被告双方各自

阐述了自己就案涉买卖合同的意见，法

官总结归纳了双方争议的焦点，并深入

讨论了案涉买卖合同的主要问题，包括

合同的签订、履行、违约、争议解决等。

最终，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原告、被告

双方达成了和解。

在巡回审判过程中，乍浦法庭庭长

桂振中发现，有不少群众反映自己在签

订合同前对相关条款的理解不够清晰，

导致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为此，法

官就此开展了专题普法活动。

“大家在签订合同时应当仔细阅读

条款，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避免因

误解而产生纠纷。同时，合同双方在合

同履行过程中应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

尊重对方的权益。”对于违约问题，法官

进一步解释说明了法律对违约行为的

认定和处理方式，如果一方未能按照合

同约定履行义务，将可能面临的法律责

任等。通过释法明理、普法宣传，群众

对买卖合同的基本法律知识有了进一

步了解，对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

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唐静玉：理性断案 温情待人
在市法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扎根审判

执行一线，心怀公正、兢兢业业，以办好每一

起案件、维护每一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己

任，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

庄严承诺。唐静玉就是其中的一位。

唐静玉，现为市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员额

法官，曾获评 2023年度嘉兴法院“调解能

手”。2016年硕士毕业后，她即进入了市法

院，经历过5个庭室的多岗位锻炼。8年间，

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法科生”转变为能实

际解决矛盾纠纷的员额法官。

保持勤思善学

充分了解每起案件的“前因后果”

唐静玉认为，熟悉案件的基本事实、

权利基础、法律关系、争议焦点、当事人情

况，是开展调解工作的基础，法官应对案

件理论、裁判主流观点做到“心中有数”，

并利用好裁判文书网、法答网、法信等“办

案题库”辅助调解，检索本院同案由的调

解方案供调解参考。调解前，她认真阅

卷、梳理证据，如劳动争议案件，阅卷时会

将劳动者的入职离职时间、月工资金额、

解除劳动关系前 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等

要素罗列清楚，联系仲裁员，了解仲裁阶

段的调解情况等，也会利用关联案件检索

涉案当事人有无过往案件以及过往案件

的结案方式，判断当事人的调解意愿；利

用执行系统检索被告有无执行能力，判断

当事人的履行能力。

抓住办案关键

准确把握不同案件的“解方之道”

唐静玉在办案中意识到，案件能否调

解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案由，如买

卖合同纠纷中，主诉请为金钱给付之诉的

纠纷，采用分期付款、增加担保人、设置违

约条款等方式，化解矛盾的成功率相对较

高，但股权类纠纷案件，同样为支付股权

转让款案件中，因涉及到主体多、法律关

系复杂、专业性强等原因，调解成功率就

偏低。因此，她在办案过程中抓住办案关

键，根据案由，初步区分为可调解的案件

和不可调解的案件，合理安排精力与工作

时间，掌握好办案节奏，提高效率。针对

不可调解的案件，及时起草判决书；针对

有调解希望的案件，在庭前准备的基础

上，根据不同案件采取适时的调解方式

“对症下药”、化解纠纷。在唐静玉承办的

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中，她发现原告在被告

公司工作已经 10年之久，初步判定该案有

一定的调解基础，于是积极组织面对面调

解，调解中充分唤起纠纷主体间的情感共

鸣，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产生共情，最终顺

利调解结案。此外，在一些案件中她还采

用电话沟通、背对背个别说服等方式，利

用正反利弊分析、换位思考等方法，多倾

听、多理解当事人诉求，摸清调解底线、框

定调解方案，借助人民调解员、亲属调解

等力量助推调解事半功倍。同时，调解中

也注意做到审执兼顾，审核调解内容的可

执行性，避免不能执行。

坚持实质化解

努力促成调解案件“案结事了”

“法官办理的宗旨是案结事了、定分

止争。”唐静玉说。相对于一判了之，调解

可以通过语言化解争执，兼顾各方利益，

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修复受损的社会关

系，成为“事了人和”的最优选项。办案

中，她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

高度重视案件审理效果，在查清案件事实

的基础上，找准纠纷的症结所在，积极开

展调解工作。唐静玉认为，调解绝不是谁

好说话就让谁让步，谁态度强硬就听谁

的，而是要看谁更有理，谁的诉求更合法

合理，谁的证据更加充分。调解工作的每

一步都意味着公平公正，从接听当事人的

第一个电话起，就应当耐心细致地倾听当

事人的诉求与心里话，基于公平公正基础

上的调解，才能实实在在、真真切切都让

双方当事人感到满意，才能让公平正义浸

润在每一个案件中。调解工作需要法官

多次协调、沟通，容易产生倦怠，为此要修

炼耐心，时刻保持热情，始终坚守法治信

仰，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案件无论大

小，每件都要全力以赴，用公正和智慧践

行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初心与使命。”唐静

玉说。

法院资讯

租期到了，满塘藕苗该何去何从？
农村土地租期届满，藕苗却还未收

获，强行腾退土地势必造成资源浪费，

如何通过司法平衡双方利益，修复社会

关系？近日，市法院审理了原告平湖某

公司诉被告江某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

纠纷案。

明辨案件事实

原告诉称被告的藕塘租赁合同早

已到期，被告不仅拖欠了 3年租金，而

且不肯腾退返还案涉藕塘。被告辩称

租金每年都按约支付给了原告员工，

而且藕苗早已种下，现在腾退损失巨

大。两种陈述天差地别，经调解无法

达成一致，案件承办人张法官选择以

判促调。

因被告并未就其支付款项进行举

证，法院依法进行判决。案子是判了，

但如何实现案结事了？藕苗该何去何

从？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双方当事人的

损失？这些问题仍然萦绕在承办人心

头。

承办人再次拨通被告的电话，将其

约至法院，并耐心与其沟通。

“我的青苗都种下去了，现在腾退

损失太大了！”被告承认，其在法庭上因

一时激愤而作虚假陈述，表示愿意承认

错误并承担相应后果，而后当场写下悔

过书，法院对其进行了司法惩戒。同

时，被告表示希望再次组织调解，帮助

让藕苗渡过租期风波。

引导纠纷化解

藕苗早已在去年末下种，现在正郁

郁葱葱，如此时腾空案涉藕塘，所有种

下去的藕苗就都白白浪费了。于是，承

办人又多次将双方约到一起，说明被告

的难处与原告的担忧，又将《民法典》

“绿色原则”向双方进行解读。

最终，双方在藕塘边达成了口头协

议：被告立即支付欠付费用，藕塘在9月
底莲藕收获后返还。书面协议签订后，

被告对承办法官表示感谢，并于次日付

清约定款项；公司方也向承办人送来锦

旗，对法院的工作表示感谢与认可。

促成案结事了

“诚实守信”与“绿色原则”皆是民

法的基本原则，审判活动既要发扬诚实

守信的良好风尚，又要鼓励民事主体节

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在承办人的耐心调解下，原告公司

作出了合理让步，被告也主动履行了付

款义务。最终，本案双方服判息诉，既

捍卫诚信之风，又避免资源浪费。

一塘藕苗顺利渡过风波，收成也有

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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