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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 行 工 作 虽 然 是

在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但我认为更重

要的是要通过执行彻底

化解矛盾，不能因为执

行而制造新的纠纷，所

以如何通过有温度的执

行体现公正司法是我要

不 断 学 习 的 。”2023 年

12 月 28 日，拉毛多杰说

起才某某与晒某某侵权

责任纠纷一案调解执行

的情况时感慨道。

拉毛多杰是海北藏

族自治州刚察县人民法

院执行局局长，由于他

所工作的地区藏族群众

居多，因此他的肩上自

然而然多了一份维护各

民族之间团结的责任。

刚察县地处牧区，

所以刚察草场分割、牛

羊 分 割 等 案 件 较 为 普

遍。加之大部分案件当

事人习惯使用藏语，因

此平时除了办理执行案

件外，拉毛多杰还要担

任藏语翻译，帮助藏族

群 众 解 决 急 难 愁 盼 问

题，化解矛盾纠纷。

才某某与晒某某侵

权责任纠纷一案中，才

某某系晒某某养子，双

方解除收养关系后，才

某某要求晒某某返还其所分得的耕

地，双方约定晒某某于 2022 年 10 月

向才某某返还位于刚察县塘渠农场

西侧、铁路北面（哈尔盖镇亚秀麻村

耕地）6.6 亩耕地，刚察法院对双方

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

后因晒某某未如期返还耕地，才某

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在执行过

程中，双方因为耕地方位、界限、丈

量方式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导致执行被搁浅。

耕 地 问 题 事 关 群 众 的 切 身 利

益，案件能否顺利执行到位，关系着

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为

此，拉毛多杰想通过案件的执行彻

底化解双方的纠纷，并前后多次赶

赴现场详细查看了解情况，想方设

法开展执行工作。

在此期间，拉毛多杰多次前往

案件涉及耕地查看，了解掌握耕地

附近水源、交通等信息，并绘制草

图，组织双方在草图上对耕地分割

方位进行确认，寻找最适宜化解双

方矛盾的调解方法。

“今天我们请来了专业的土地

测量人员，经过测量，你们俩的耕地

界限就明确了，以后不许再因为耕

地的事争执。”调解现场，拉毛多杰

一边说着，一边喘着粗气搬起脚边

的大石头放在了刚刚测量完的耕地

界限处。

调解中，针对双方对丈量方式

有疑虑的问题，拉毛多杰积极与刚

察县国土资源局沟通协调，邀请土

地测量专业人员通过信息化丈量

（GPS）方式和传统丈量方式 (皮尺)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丈量。同时，拉

毛多杰邀请刚察县哈尔盖镇司法所

干警、亚秀麻村村委会成员和双方

当事人共同赴现场丈量，见证执行，

最终该案顺利执结。

“感谢法院，未来我的生活来源

就靠这几亩耕地了，你们及时执行

让我以后的生活有了保障，也让我

和我养母的关系有所缓和。”才某某

拉着拉毛多杰的手激动地说。

“由于当地的牧民群众法律知

识水平普遍较低，因此交流起来比

较困难，我希望通过执行工作搭建

起牧民群众与法院之间的桥梁，也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牧民群众理解

法院的执行工作。”拉毛多杰说。

努 力 让 人 民 群 众 在 每 一 个 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时刻

牢记以人民为中心，海北法院坚持

人民至上、能动司法，秉持善意文

明执行理念，采取“力度＋温度”的

执行工作方式，选派精通少数民族

语言的执行法官，充分尊重少数民

族习惯，用少数民族群众易接受的

方式，助推案件的顺利执结，积极

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

做到了以“法结”化“心结”，有效提

升了人民群众的司法满意度和获

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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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得乾

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是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最关键的一环。

近年来，全省上下坚持党对执行工作的全面

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加强执行联席会

议各成员单位协调配合，持续完善综合治理执行

难大格局，持续推动完善联动执行机制，持续加

大综合治理执行力度，着力破解执行难题，推进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实质性化解，不断提升全省执

行工作能力水平，努力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稳步

迈进，打通实现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

持续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
凝聚推动执行工作强大合力

“党政机关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殊

重要位置，涉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案件执行结果

关乎司法权威，更关乎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海

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马文全介绍，海

北法院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

坚持将涉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案件作为推动全

面依法治州、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诉源治理的重

要抓手，不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高效破解执行

难题。

为 积 极 回 应 社 会 关 注 ，海 北 法 院 在 当 地 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下，采取党委政法委牵头、人民

法院主抓的工作模式，与州直 12 家单位签订《关

于 综 合 治 理 人 民 法 院 执 行 难 问 题 的 合 作 备 忘

录》，推动形成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

增强了各方主体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自觉性，执

行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据了解，自 2021 年至 2023 年，海北法院受理

涉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案件 15 件，执行到位金

额 807.04 万 元 ，结 案 率 和 执 行 到 位 率 均 达 到

100%，为全州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擦亮了法治

底色。

主 动 向 当 地 党 委、党 委 政 法 委 报 告 执 行 工

作，积极争取党委对执行工作的支持，不断深化

“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法委协调、法

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

工作格局，是海北法院破解涉党政机关案件执行

难的有益探索，也是全省着力破解执行难题的重

要抓手。

2022 年，为实质推动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执

结，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题向省委报告涉党政

机关执行案件情况，省委领导高度重视并提出

工作要求，依照工作要求，省法院将与省政府联

合印发《关于做好涉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案件债

务化解工作的实施意见》，为全省持续做好涉党

政机关执行案件形成制度保障。

在进一步发挥考评指挥棒的作用方面，全省

各部门积极推动将执行工作作为全面依法治省

的重要内容统筹部署，将解决执行难纳入平安青

海建设考核指标体系，提高执行工作在平安建设

考评体系中的权重，推进综合治理，从源头解决

执行工作。

2023 年，各级党委政法委召开解决执行难联

席会议 10 余场，制定出台相关意见、办法等规范

性文件 20 余份。通过各市（州）积极调动各方面

力量，共同推进解决执行难工作，我省执行工作

“3+1”核心指标较 2022年进步显著。

持续推动完善联动执行机制
着力确保依法规范高效执行

2023 年 12 月 11 日，青海省解决执行难工作

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执行工作联席会议。21 家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签署了《青海省执行工作联席会

议会议纪要》，就定期组织研究事关全省执行工

作长远和全局发展的重大事项，加快推进执行

“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建设步伐，积极探索源头

治理新方法等问题达成共识，为人民法院如期完

成“切实解决执行难”战略部署提供了坚强有力

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为扎实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推

进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制度化机制化，省法

院积极完善执行机制建设，进一步拓宽协调联动

的内容与合作范围，将运行顺畅、成效显著的协

调联动内容及时机制化制度化。”省法院执行局

局长高原说。

2022 年，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加大

刑事涉案财产处置力度，实现“打财断血”“黑财

清底”的工作目标，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省财政厅、西宁海关缉私局联合召开了刑事涉案

机动车处置协调会，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

形成并印发了《刑事涉案机动车处置协调会议纪

要》。

2023 年，省法院联动青海金融监管局、省住

建厅重点推动《关于加强和规范强制执行被执行

人名下人身保险合同财产利益的指导意见》《关

于建立住房公积金执行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等

制度机制落地。

随着全省执行工作制度机制的不断健全，实

现依法规范高效执行也有了保障。结合全国法

院执行系统开展“四说四改”专项活动，全省法院

扎实推进执行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排查整治超标的查封、案款发放不及时不规范、

违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等问题，目前已实现终本

案件合格率 100%、案款发放“双清零”目标。

通过建立终本案件评查常态机制，加强对终

本案件的流程监管，重点对终本条件、程序进行

规范，确保终本案件程序规范、全程管控。发挥

“三统一”工作机制作用，通过调研督导、中院执

行局局长述职会等制度，加强对全省法院执行工

作的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

省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文宝介绍，在服务和保

障全省重点项目、重点工程方面，全省法院坚持

能动司法，充分发挥联动机制优势，依法用好执

行和解、府院联动、活封活扣、放水养鱼等措施，

审慎适用执行强制措施，保障被执行企业能够持

续生产经营。组织开展涉青海农商银行（农信

社）金融案件专项执行活动，为持续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有效打击和遏制恶意逃避金融债务行

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法律保障。

持续加大综合治理执行力度
努力提升执行质效核心指标

与当事人“面对面”，与老赖“硬碰硬”，跨越

千里，身体力行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高原法官的法治

信仰……

2023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5 日，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协同格尔木市

人民法院执行办案团队，牺牲休息时间，日夜兼

程辗转上海市、广州市等地，共解决涉企业民生

案件 65 件，共计追回执行款 5000 余万元，其中包

含格尔木市 65 户农户枸杞货款 130 余万元,让老

百姓及时拿到“血汗钱”，解决了群众所急。

耗时 9 天，跨越 1 万多公里，海西中院执行局

以“朝受命夕饮冰”的事业心和“昼无为夜难寐”

的责任感匠心办案，为民解忧，让人民群众在寒

意袭人的秋日里感受了到来自法律的“温暖”。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被申请人扎某于 2023 年

12月 5日将拖欠的劳务款汇至青海省同仁市人民

法院账户。随后同仁法院及时发放了该笔劳务

款，至此，这起劳务合同纠纷案件申请执行人胜

诉权益成功兑现。

据了解，为有力有序有效做好岁末年初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工工资报酬

权益，同仁法院从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春节前，

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执行行动。

申请人李某与被申请人扎某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的成功执结，是同仁法院以实际行动保护农

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具体体现，真正让农民工劳

有所得，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自 2021 年至 2023 年，全省法院通过进一步

加大“打财断血”力度，执结涉黑恶财产刑执行

案件 479 件，执结率 98.36%,到位金额 18114.643
万元，实际执行到位率为 51%。扎实开展“雷霆

行动”，全省法院职务犯罪被判处刑事涉财产刑

共 992 人,人民法院总体执行到位 32464 万元。

积极开展“清积案、提质效”三年专项执行活

动。截止 2023 年底，全省法院一年以上未结执行

积案执结率为 76.7%,执行到位金额为 9.88 亿元，

实现“去存量、控增量”年度目标。坚持优先立

案、优先执行、优先兑付，开展涉民生案件执行专

项行动，执结涉民生案件 28645 件，到位金额 23.8
亿元。

据 统 计 ，三 年 来 全 省 法 院 持 续 加 大 执 行 力

度，强化执行措施，共受理执行案件 140628 件，执

结案件 130842 件，结案率 93.04%,“3+1”核心指标

全部达标。其中，2023 年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

定审限内执结率同比上升 9.12 个百分点，执行案

件执结率同比上升 7.39个百分点。

着力破解执行难题
打通实现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是依靠国家强制力确保
法律全面正确实施的重要手段，是维护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做好
执行工作、切实解决长期存在的执行难问题，事
关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事关社会公平正
义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项涉及面广、对抗性强、社会影响大
的工作，“互联网+”时代的法院执行工作更加需
要与时俱进，以信息化建设赋能高质效执行，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023年11月13日，一场关于政法跨部门大
数据办案平台应用的专题培训，在黄南藏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如期开展，来自全州两级法院的
近50名干警参加培训，为在全州范围推进政法
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深度应用提供了有力的

智力支撑。
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整合了政法部

门的信息资源，通过数据共享和自动化推送的方
式，有效提升办案质效，是深化政法领域改革及
落实平安建设的重要举措。

完善执行查控系统建设，加强联合惩戒系统
建设并与“互联网+监管”系统联通对接……完
善四级法院一体化的执行案件办案平台，强化节
点管控，实现案件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在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2019年7月14日印发的

《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
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

近年来，为切实解决执行难，进一步健全完善
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全省法院全面深入
推进信息化建设，持续优化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

理系统，实现电子卷宗随案生成、信息自动回填、
文书自动生成、执行节点自动提醒、执行风险自动
预警、违规操作自动拦截、案款到账当事人短信提
醒等功能，打造全节点可查询、全进程可预期、全
流程可追溯的执行信息系统。同时，加强执行业
务信息化培训，提升执行干警信息化应用能力，全
面提高执行工作信息化、智能化、规范化水平。

全面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数据
合规性和实效性，促进全省社会诚信信息资源整
合。2021年以来，推送全省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36649人次，限制消费53996人次，共对36649名
失信被执行人在市场准入、投融资、从业资格等方
面实施惩戒，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116480
人次、乘坐高铁动车13948人次。同时，大力宣传
法律法规、重大执行活动、典型失信案例，公开曝
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不断推进执行工作取得新

成效，切实用法治之力筑牢社会信用之基。
执行信息化建设是推动执行工作现代化的

重要举措，尤其在全省执行案件数量逐年递增、
但办案人员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各级法院对执行
信息化的需求更加迫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将解决执行难确定
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作出重大决策部
署。全省法院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始终牢记“国之大者”，胸怀“两个大局”，积
极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不断完善以信息技术为
支撑的执行模式，尽快建立法院执行信息系统与
相关部门信息系统的联通，加强联合惩戒力度，
充分发挥执行工作职能优势，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努力为全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田得乾

以信息化建设赋能高质效执行

案件被告到湟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履行

泽库县人民法院“我为群众办实
事”专项执行活动现场

海东市平安区集中执行案款发放
现场

大通县人民法院助企暖企保民生集中执行行动 省法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