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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成立诉源治理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基层法院，中院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

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

化解的意见》和《吉林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推进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

体系建设，将通化法院诉源治理工作压实做细，成立中院诉源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事项如下： 

一、组织机构 

组  长：任继强  中院党组书记、院长 

副组长：郑玉平  中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杨  军  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刘东海  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王树伟  中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张丽娟  中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 

朱桂清  中院专职审委会委员 

孙明伟  中院专职审委会委员 

刘  涛  东昌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李  军  二道江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杨晋东  梅河口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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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秀芳  通化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邓  文  集安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高元娥  柳河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崔新江  辉南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成  员：中院各部门、各基层法院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由中院立案一庭庭长王艳刚担任，

办公室成员由中院立案一庭全体人员组成。 

二、目标任务 

实现法院主导型解纷机制向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转型，从源

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聚焦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治理、多元化

解，推动诉源治理重心前移、力量下沉、内外联动，坚持“请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加快完善诉源治理工作体系，实现通化

法院全面高质量发展，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

献司法力量。 

三、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工作职责：抓好重要工作部署、重大事项协调、成

效评估研判、对下监督指导、决定奖惩等。 

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协调各成员部

门分工负责做好相关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组建专班完成临时重要

工作；分解落实诉源治理工作任务，明确责任目标；组织相关部

门指导基层法院诉源治理工作；做好全区诉源治理工作调研和总

结，交流和推广先进经验；起草诉源治理相关的制度、文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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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领导小组的要求，对基层院诉源治理工作进行检查、督导和考

评。 

 

附件：各成员部门工作职责表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 年 5 月 17 日 

 

 

 

 

 

附件 

各成员部门工作职责表 

序

号 
工作职责 责任部门 

1 

发布典型案例，组织开展“专场审判”“示范裁判”等活动。将

典型案例制作成册，向社区、村屯及调解组织发放，扩大以案释

法效果，提高人民群众对纠纷化解结果的预判能力，将人民法院

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职能精准延伸到纠纷产生的初始阶段、讼争源

民一、民二、民

三、行政、刑一、

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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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2 

推进“法官进网格”“百姓说事·法官说法”等机制。开展一法

庭一“无讼社区”“无讼村屯”培育工作，积极为创建活动提供

法律培训、业务指导。 

民一庭、立案一

庭 

3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持续推进普法进机关、进乡村、

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进网络等“七走进”工作。 
中院各部门 

4 

进一步推进一站式诉讼服务建设，强化诉前分流，对婚姻家庭、

相邻关系、物业服务、小额债务、劳动争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医疗损害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常见纠纷，鼓励引导当事

人选择诉前调解解决；加强对调解人员法律培训和工作指导；推

动诉调对接机制发挥成效；制定并运行二审诉前调机制。 

立案一庭 

5 

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等第三方人员加

入到涉诉信访化解工作中；建立信访案件责任倒查制度；加强网

上申诉信访平台建设，对群众网上申诉信访要接诉即办。 

立案二庭 

6 
建立健全衍生案件预防机制，发挥好立审执等环节纠纷调处化解

作用。 

立案一庭、民一

庭、民二庭、民

三庭、刑一庭、

刑二庭、行政

庭、执行局 

7 

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将本地区解纷

全部汇聚在网上，推动矛盾纠纷在线咨询、在线分流、在线调解、

在线确认、在线评估，实现诉讼服务全流程在线、多元解纷全链

条在线、“一站式”管理全环节在线。 

立案一庭、信息

技术中心 

8 

建立“互联网+诉源治理”服务管理模式，提高司法大数据深度

挖掘和分析应用能力，加强社会矛盾隐患预警预测分析研判，实

现诉源治理工作数据化可视化，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供司法支撑。 

审管办、信息技

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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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统筹调配审判资源，坚持工作力量向治理前端侧重、向多元化解

端倾斜。在常规审判质效指标考核的基础上，将巡回审判、多元

解纷、普法宣传、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纳入到绩效考核中。

健全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组织新入额法官和年轻干部到人民法

庭、立案、信访岗位锻炼。 

 

干部处 

10 
围绕开展“标准化建设年”和推进实施“三大工程”，持续深化

法院管理，深入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改进司法作风。 

办公室、审管

办、督察室 

11 
加大宣传力度，对诉源治理的典型案例，典型做法要及时宣传，

及时提炼。 
宣教处 

12 

落实《吉林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争取党委领导和政府支

持，把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工作经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工作经费等公

益性调解组织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探索市场化解决商事

调解、专业调解等经费保障。 

干部处、办公

室、计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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