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力“借”出执行工作高质效
——虞城县人民法院“网格+”攻坚执行难的改革创新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陈金华

“这是我院专门编印的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手册，
请大家认真学习，提升在协助执行、化解矛盾纠纷的业
务能力……”8月 12日，该院执行局的同志正在给闻集
乡的网格员开展法治宣传。

“法规制度典型案例汇编、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手
册、疫情防控法律问题解答，这些汇编、调解指南、流程
指引非常实用，基层网格员也非常喜欢。”网格员老周高
兴地说。

“执行局的同志每个月都会开展法治宣传培训，通
过学习法律法规，为我们大张旗鼓协助执行工作增添了
底气。”

去年以来，在开展好执行网格化工作的基础上，法
官们持续拓展执行“网格+”功能，与三级网格建立矛盾
纠纷排查“周联系、月驻站、季通报”工作制度，互通信
息、共建工作台账，最大限度形成化解合力，共同做好矛
盾纠纷诉前联合调处、诉中联合化解、判后联合息诉、执
行联合行动，确保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网格。先
后向网格员发放业务学习材料一万多册，定期开展业务
技能培训，及时提供法律咨询指导，使这些“编外法官”
协助执行、化解纠纷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成为查人找物、
协助执行、化解矛盾的多面手。

今年疫情发生后，由于线下执行全面停止，执行工
作面临严峻挑战。执行法官充分发挥网格优势，不断加
强与网格员的联系，利用网格开展法律宣传、文书送达、
查人找物、案件调解等工作，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帮助当
事人返岗务工。疫情期间，通过网格查询信息462条，网
格员协助执行案件 108件，38名当事人通过支付宝、微
信等方式履行执行款297.8万元。

虞城县人民法院执行网格化工作模式和“法官进网
格”长效机制的有益探索，为构建“党委领导、政法委协
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提供了一定借鉴。

下一步，该院将持续拓展执行“网格+”功能，把“网
格+协助送达”“网格+协助办案”“网格+协助执行”“网
格+司法联动”“网格+基层党建”“网格+能力提升”等相
关机制做好、做实、做细，组建网格员送达队伍，协助开
展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张贴式公告送达，打通送达最后
一公里，最大限度激发“法官进网格”工作活力，把“执行
进网格”虞城经验做细、做实，推动将“万人失信率”纳入
优化营商环境考评体系，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从源头
切实解决执行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阅读
提示 赢了官司却要不到钱，判决书成了白条，

申请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得不到保障，怎么
办？虞城县人民法院给出了一个答案：向社

会“借力”，在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中，借力综
治网格化管理，探索构建“执行进网格”长效工作机制，全县万
余名网格员人地两熟优势充分发挥，实现了人、物、事等基础
要素全面共享，协助执行事务实时派送，初步缓解了查人找物
难、文书送达难。

今年6月，虞城县人民法院“执行进网格”工作机制在全
市法院推广，7月，该院又被省高院确定为执行网格化改革创
新培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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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城法院先试先行，在执行工作与综合治理网格
化融合方面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我们要在全市大力推
广，进一步深化。”在今年6月3日召开的全市法院执行
工作与综合治理网格化融合推进会上，市委政法委副
书记殷鹤修对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网格化管理工作
给予高度肯定。

“虞城微治理网格化信息平台”，由县委政法委自
主研发，该平台将25个乡镇划分为一级网格，乡镇党委
书记、乡镇长、主抓副职、综治办专职副主任、综治专干
以及派出所、司法所、民政所、法庭庭长等“三所一长”
负责人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将615个行政村（社区）划
分为二级网格，实行“一格八员”制度，即每个二级网格
配备1名网格长、1名网格协管员、1名驻村第一书记或
工作队长、1名名誉村长、“公道会、治保会、红白理事
会”负责人；将 2331个自然村或村民组划分为三级网
格，实行“一格两员”制度，即每个基础网格合理配备 1
名网格管理员、1名以上志愿者，初步构建起了“一格多
员、一员多职、多职齐管”的力量配置。

目前，该平台已输入全县居民人口信息88.5万人，
重点人群信息 689人，平台还对接了 4400余路视频监
控资源、180路人脸识别系统以及110指挥中心，达到了
社会综合治理 24小时监控全覆盖，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与该平台的有机融合，为查人找物提供了强大的信息
支撑，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进一步提升了执行工作的
准确度。

“感谢执行法官，谢谢咱们的网格员，真没想到网
格员的一个电话，就能将拖欠几年的执行款要回来。”
面对执行法官，申请人老马不停地夸赞。

今年3月，虞城县委政法委与法院联合出台《关于
建立健全“审务进基层 法官进网格”长效机制推进县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工作意见》。《意见》出台后，县法
院选派25名“网格法官”分片对接25个乡镇、615个行
政村（社区）和 2331个自然村的三级网格，开展“全方
位”矛盾纠纷排查、“一站式”协同化解、“一体化”分析
研判、“递进式”业务培训、“立体式”法治宣传。院党组
要求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执行上。

在工作中，网格法官坚持做到“三清三不得四必

“我是和谐社区的网格员韩晓芬，每当我收到中心派发的工作
指令，协助完成法院交办的工作事项，看到大家和睦相处时感到非
常的自豪。”

“我是城郊乡郭土楼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文，也是一名网格员，
今年以来，已参与法院两次执行专项活动，完成三次信息核查，作
为一名基层的网格员，我感到职责非常神圣。”

“我叫任振华，是大侯乡任楼村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作为
一名网格员，能够为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我感
到非常有意义。”

在全县网格员培训会上，来自各乡镇、社区的网格员正在争先
恐后相互交流自己的感受。开班仪式上，县委政法委还对2019年度
审判执行网格化工作表现突出的5个乡镇、33名个人进行了表彰。

虞城县“网格化信息平台”共有县、乡、村三级网格员 1万多
名，这些编外“执行法官”在网格法官的指导下，成为破解执行难的

“千里眼”与“顺风耳”，为寻找被执行人下落及财产信息增加了更
多的可能性。

采访中，虞城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晓辉介绍了执行进
网格取得“三大成效”：

有效节约了司法成本。2019年以来，全院通过“网格化信息平
台”派发网格事件1589件次，网格中心回复事项调查、人员信息查
询1563件次，回复率98.36%，上传现场图片信息268件，依据网格
员出具的相关材料，案件终本507件，67名长期躲避执行的被执行
人被成功抓获，26名被执行人的财产被依法查封，车辆出警率同比
减少38.7%，执行准确度同比上升43%。

提升了执行质效。2019年，全院受理执行案件3307件，同比上
升 37.9%，执行结案 3149件，同比上升 16.54%，执结标的金额 4.94
亿元，15项执行质效指标高于全省、全市平均值，执行质效连续三
年在全市法院名列前茅。

提升了司法效能。网格员是当地的村干部、治保会、红白理事会
等成员，人地两熟，威望高。在网格员的协助下，涉及相邻关系、排除
妨害、赡养、抚养、婚约财产、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等246件执行行为
案件全部执结，没有一起矛盾激化或暴力抗法事件发生。

到”。“三清”，即涉执案件底数清、矛盾纠纷底数清、涉执信访底数
清；“三不得”，即凡是没有网格员平台反馈的佐证材料，简案不得转
为繁案，不得公告送达，案件不得终本；“四必到”，即辖区网格重要
议事需求必到，突发事件发生必到，较大纠纷化解必到，指认被执行
人住所或涉案财产必到。

网格法官通过与网格员无缝对接，实现了执行案件矛盾纠纷防
范化解全覆盖，初步形成了“网中有格、格中有责、人在网中走、事在
网中办”的执行工作格局。

网格全覆盖 提升执行准确度

人在网中走 延伸机制覆盖面

执行“网格+” 提升效率增公信

拓展功能强 “编外法官”成了多面手

网格员协助执行案件网格员协助执行案件网格员见证房产交付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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