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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智） 1月 11日，
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召开“执源治理”试
点改革新闻发布会。会上，该院相关负
责同志围绕探索执行体制改革的具体做
法与成效进行了现场介绍。

据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院长金灿介绍，贵州省2023
年“一县一试点”确定关岭为全省唯一

“执源治理试点县”，在全县范围内探索
执行体制改革，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体制，综合治理解决执行难问题，从源头
减少执行案件存量、增量、变量。

自2023年以来，关岭法院坚持源头
治理、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长效机制，
以“抓前端、治未病”为目标，多方位、立
体式的推进执源治理试点工作。

创新执源治理联动模式。建立健全
执行协作联动机制，提升各部门间的协
调配合，建立了组织人事、公安、发改、乡
镇（街道）及村（社区）等执源治理协作配
合机制，将执行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
治理，构建协助送达配合、查找当事人、
协查财产线索、督促履行、化解涉执信访
联动网络体系。2023年，在该县各级各
部门“线上+线下”协调配合下，开展发
展党员、干部提拔、推选代表、委员、评优
评先信用审查3800余人次，490名失信
被执行人进入“失信人员名单”，依法依
规查询被执行人账户信息2400余人次，
冻结、扣划资金2.89亿元，线下联动查
找到躲避债务被执行人30余人，79名
失信被执行人迫于部门联合惩戒机制自
动履行义务。

优化执行管理机制。以深化执行
管理体制改革为抓手，推行执行“一站
式改革”，在全市首家打造集诉求集中
受理、快速甄别分办、问题集中反馈、快
速应急处置、执前督促调解、接访释疑
宣教等重点功能为一体化的执行办案
中心，配齐配强执行力量，做到“来访有
人接、立案有人引、查询有人跟、处置有

人推、投诉有人理”，推进执行案件快处
快结。2023年，执行办案中心服务群
众5000余人次，速执案件118件，均在
15日内执行完毕，执行事务效率得到
有效提升。

打造“立审执”一体化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法庭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前沿
防线作用，在全市率先推进人民法庭

“立审执一体化”工作机制，聚焦“人”
“案”“责”三大要素，推行人民法庭对以
调解方式结案、司法确认、小额速裁、争
议不大的案件自审自执，推动执源治理
理念贯穿于立案、审理、结案后申请执
行前、执行四个阶段全流程，实现“立审
执”全环节全过程无缝衔接，构建了一
套涉及前端化解、畅通诉讼保全渠道、
强化财产类案件甄别等环节流程闭
环。2023年以来，推行法庭实行自审
自执模式，实现了辖区村（社区）100%
走访，辖区主要矛盾100%掌握，生效
案件100%督导回访。

打造以“前”为先执行模式。推动
“一个纠纷一个程序”，从案件受理、案
件审判、案件执行三个方面入手，对各
类案件各环节事项进行动态跟踪、监控
和管理，构建案件在诉前、判决前、判后
执前履行的流程链条。此外，对有给付
内容的案件逐一录入系统，建立台账，
推行动态跟踪、分类管理，定期开展回
访工作，提醒、督促义务人及时履行义
务，对已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及时有
效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坚持因案施策，
柔性执行和强制执行并举，全力保障各
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023年，通过
执前督促履行308件，受理各类执行案
件 1347（含旧存 76件）件，结案 1296
件，执行到位2.89亿元，结案平均用时
61.66 天，与 2022 年同期相比缩短
24.63 天，实现执行完毕率、执行到位
率、实际执结率“三增”，新收案量、结案
用时、执行投诉“三减”。

1月9日，在紫云自治县板当镇洛
麦村的香菇种植基地里，一排排大棚整
齐排列，一朵朵鲜嫩饱满的香菇从菌棒

“探”出头来，工人们穿梭在大棚内，抢
抓时间采摘香菇，忙得不亦乐乎，棚外
的工人们也在有序地进行分拣、包装及
称重等工作。

“2023年3月，洛麦村引进贵州思
伟菌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展香菇和
木耳种植，并获得帮扶单位安顺供电局
80万元资金支持，修复与盘活67个大
棚，其中36个大棚用于香菇种植。”洛
麦村驻村第一书记王维铎介绍，村里的
菌菇产业采取“龙头企业+村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由村集体提供菌棒
生产场地及种植大棚，贵州思伟菌业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投入原材料、技术等生
产要素，并负责市场销售，农户参与种
植与管护，极大提高了种植户的生产积
极性。

“现在我们公司转变了与村民的合

作方式、利益联接模式，吸纳原先做零
工的村民参与种植。目前包括我在内，
全村共有5个种植户，村民管护得越
好，收入就越高，大家对菌菇的长势一
个比一个上心。”该公司负责人林思伟
说，新的合作方式激发了村民的内生
动力。

在菌菇分拣处，种植户王小燕看
着一筐筐新鲜的香菇很是满意，她笑
着说：“经过前期的管护，今天第一批
香菇开始采摘了，每斤6.6元，价格还
可以。”以前在基地做零工的王小燕，
现在通过承包种植，有了自己的大棚，
经过精心的管护，对香菇的收成充满
了希望。

转变利益联结模式，不仅种植户有
奔头，更带动了洛麦村周边村民就近务
工。洛麦村村民于红秀和梁存琴一边
采摘香菇一边分享道：“现在大棚有人
承包，务工很稳定，我们工钱按小时计
费，一天能挣100多元，时间也比较自
由，还能照顾家里。”

除采摘之外，菌菇种植的各环节都
需要大量劳动力。生产菌棒、采菇、捡
菇、烘干等流程接续不断，待到天气转
暖，基地便开始生产木耳菌棒，一茬跟
着一茬长，一茬跟着一茬采，大棚里一
年四季生机勃勃。

“平时每天有20人务工，采摘高峰
期每天多达六七十人，一年要支付100
多万元的人工工资。”王维铎说，洛麦村
发展菌菇产业，只有把产业推向市场，
才能实现农产品和经济效益之间的转
换，带动更多村民参与就业，增强乡村
发展的内生动力，助力乡村振兴。

1月10日，在平坝区天龙镇天龙村
马铃薯种植基地，贵州省爱云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正在对马铃薯进行机械化种
植，农机手驾驶一体播种机在田间地头
来回穿梭，播种马铃薯。放眼望去，田
坝内已经有100多亩土地覆盖了白色
的地膜。

“我们从去年12月底就开始播种
马铃薯……打地、垄向、开沟、点播、化
肥深施、覆膜、滴管等工序都是利用一
体化机械完成的，马铃薯播种基本实现
了全程机械化。”公司负责人付勇介绍，
种子有补贴，投入有保障，预计今年种
植马铃薯300亩。

马铃薯机械化播种不仅提升了品
质，还提高了效率。一台马铃薯一体
化播种机配备4个人，一天能种植16
到 18亩，如果人工种植马铃薯，3个
人种植一天只能种植1亩地。机械播
种的马铃薯不会缺窝断行，能够保障
出苗整齐均匀，有效提高了标准化种
植水平和生产效率，大大节省了生产
成 本 ，为 提 高 马 铃 薯 单 产 奠 定 了
基础。

“机械化种植马铃薯，1亩地能收获
6000到9000斤，人工种植1亩地只能
收获3000斤左右，按照市场批发价每斤
8角到1元计算，机械化种植马铃薯每亩
收益8000元左右，比人工种植多收入
5000元。”付勇算着经济账笑着说道。

“今年，天龙镇预计种植马铃薯

5600余亩，对部分种植大户给予相应
的种子补助，提高种植积极性。此外，
我们大力推广马铃薯机械化播种，近千

亩马铃薯种植实现全程机械化。”天龙
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刘小龙介绍，接下
来，将持续抓好马铃薯播种工作，同时

加强对马铃薯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
技术指导工作，为马铃薯种植提高
产量。

横穿马路，此行为不文明
1月10日，在城区新大十字红路灯交叉处，一卖气球的小商贩无视红绿

灯，横穿马路，此行为既不文明，也不安全。 □本报记者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念） 累了、饿了、
渴了、手机没电了，这些都是不少户外
工作者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市总工会联
合社会各界资源，依托社区辖区，临街
爱心企业、商铺、公园景点等场所建设
并投入使用了414个户外劳动者综合
服务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个温馨舒
适的休息环境，帮助户外劳动者解决

“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
问题。

1月11日，寒风瑟瑟，小雨淅淅沥沥
地下着，在安顺经开区南马广场户外劳
动者综合服务站内，呈现出一片温暖的
景象，环卫工人、保安人员在工作间隙到
这儿接上一杯热水，稍作休息。“以前，高
温天气我们只能躲在树下歇息，下雨天
也没有地方躲雨。现在有了服务站点，
在这儿不仅可以休息，有热水喝，还能加
热饭菜，感觉很温馨。”环卫工人吴泽

英说。
南马广场户外劳动者综合服务站属

于安顺经开区的中心地段。记者在现场
看到，服务站附近人流量大，环卫工人、
公交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城管、交警等
户外劳动者较为集中，到服务站休息的
人络绎不绝。

“每天到服务站的人多得很，尤其天
冷的时候，大家喜欢进来喝喝水、烤烤
火，然后再继续工作。”服务站管理人员
张琼介绍，“服务站的开放时间为6：30
至23：00，两个管理人员轮班，一方面负
责接待户外劳动者，尽量满足他们的需
求，另一方面负责服务站的设施维护和
打扫卫生。”

服务站里不仅设有电暖炉、WIFI、
多媒体电视、手机充电站、药箱、雨伞等
便民物资，而且还配备阅读区、母婴室
等，最大限度地为户外劳动者提供舒适

的环境，该站点还获批户外劳动者综合
服务站省级示范点。

在西秀区西街街道爱心户外服务
站，环卫工人正在取暖休息。“服务站麻
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可提供热水、热饭、
取暖，还有简易药品免费提供，十分贴
心。”环卫工人沈广军对户外服务站称赞
有加。

西秀区西街街道办工会负责人潘俊
介绍，西秀区西街街道爱心户外服务站
在运营管理过程中，采取“以租养站”的
模式，将服务站部分区域租赁给社区内
低收入群体用作商铺，再由承租人管理
维护服务站。一方面，可利用租金更新
服务站器材消耗维系运营，同时节省人
力成本；另一方面，可帮助低收入群体在
家门口找到就业岗位。

此外，一些企业也积极发挥工会作
用，在美团外卖安顺运营中心星光学院

户外劳动者综合服务站整齐摆放着休息
座椅和各式爱心用具，为外卖骑手、快递
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歇
脚、喝水、热饭诸多免费服务。

“服务站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
便利，这里既是休息场所，也是心灵驿
站。”网约送餐员张如意来到星光学院户
外劳动者综合服务站休息，这里是他每
天都会光顾的地方。“在这里，大家能休
息上网、听歌娱乐、饮水充电，有时候也
会积极参与站内组织的各类活动。”张如
意补充道。

市总工会权益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总工会将推动建成的414个户外劳动
者综合服务站用起来、活起来，不断加大
站点建设力度，努力打造“15分钟服务
圈”，让户外劳动者综合服务站成为市总
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新品牌，彰显城市
温度的新名片。

户外服务站服务户外劳动者，暖心！

板当镇洛麦村：

小香菇释放产业新“蘑”力
□本报记者 李超然 文/图

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

深入推进执源治理
探索执行体制改革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曝光台

连日来，安顺经开区多部门联合开展非法营运执法专项整治行动，对非法营运
车辆扰乱站点秩序的行为进行持续打击，对影响旅客安全的“黑车”“拉客仔”等问
题进行重点整治，全力维护安顺西高铁站治安环境持续稳定。

□记者 蒋天瑜 摄

天龙镇天龙村：

机械化种植马铃薯增产又增收
□本报记者 李伟 文/图

村民正在采收香菇

机械化播种马铃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