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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太 仓 县 人 民 法 院 正 式 成 立 ，回 顾 其 发 展

历程，可以清晰看到，人民审判事业同党的事业同呼

吸 、共 命 运 。 历 七 秩 岁 月 芳 华 ，几 代 太 法 人 初 心 如

磐，改革创新，始终肩负“人民司法为人民”的职责使

命 ，推 进 法 院 在 执 法 办 案 、服 务 大 局 、队 伍 建 设 等 各

项 工 作 中 取 得 长 足 发 展 ，努 力 为 全 面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化太仓新实践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多

年来，市法院获得“最高人民法院记集体一等功”“全

国老年维权示范岗”“全国青少年维权岗”“全省优秀

法院”等诸多荣誉。

矢志司法为民初心 勇担公平正义使命
太仓市人民法院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市法院
于1983年成立经济审判庭，及时受
理各类经济纠纷，2008年设立民事
审判第三庭，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民
事、刑事、行政“三审合一”工作机
制，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
道上运行。

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企业破
产、劳动争议等各类民商事纠纷不断
增多。对此，市法院于2017年建立
破产审判专业化团队，推动“执破融
合”，构建“院庭协同”工作机制，不
断提升破产案件审判效果。2021年
以来，市法院与劳动仲裁部门签署
裁审对接长效机制，打造“诉源善治
乐业太仓”劳动人事审判示范项目，
联合市工商联揭牌商会商事调解中
心，将“情·理·法·宜”商会调解纳入
多元解纷机制，截至目前已推动在
15家商会设立商事调解中心，并吸纳
19名商会商事调解员作为特邀调解
员，助力太仓打造“5E·太舒心”营商
环境品牌。

2018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太仓经济转
型升级带来机遇和挑战。市法院精
准服务“融入上海”“对德合作”“以
港强市”三篇文章，主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2021年以来，市法院

深化落实“嘉昆太”司法协作战略协
议，促进长三角一体化法治建设；先
后设立“对德合作司法服务工作站”

“五庭协同巡回审判点”“助企发展
司法服务中心”，擦亮“德企之乡”金
字招牌；出台服务保障太仓港高质
量发展十项举措，助推港产城融合
发展，全力服务港口型物流枢纽城
市建设。

在县域经济转型发展欣欣向荣
的同时，民商事案件量不断增多，执
行难问题日益凸显。在1980年以
前，市法院还没有专门的执行机构
和专职的执行人员，基本实行“谁审
谁执”“自审自执”的制度，直到1984
年、1986年才先后成立执行小组、执
行庭，负责民商事案件和非诉行政
案件的执行工作。2015年，市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开展“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建立执行指挥中
心，逐步深化执行指挥中心“854”模
式实质化运用，织密财产查控网
络。2022年以来，市法院推动构建
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常态化
开展“天网行动”“法警突击”“打击
拒执犯罪”“小标的大民生”专项执
行行动，将群众“纸上权益”兑现为

“真金白银”的执行工作取得长足进
步。

将改革进行到底，是新时代的
最强音。市法院紧跟时代发展步
伐，积极推进各项司法改革，推动审
判权运行、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
一站式多元解纷等工作机制日益完
善，不断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
现代化。

1980年前后，根据“严打”斗争

的需要，市法院通过开展专项整治、
集中宣判大会等活动，有力震慑了
犯罪分子，维护了社会安定秩序。
2009年，市法院承担起推进量刑规
范化改革试点任务，积极推进以审
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健全完
善公检法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工
作机制。2014 年以来，市法院全

锐 意 改 革 创 新

持续提升司法效能

健 全 审 判 职 能

护航经济健康发展

夯 实 基 层 基 础

打造素质过硬队伍

举行“住建领域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工作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运用“示范调判+司法确认”模式高效化解近百起消费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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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寡残疾老人遗产指定管理案”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
2023年度十大案件”

举行“加强‘院庭协同’工作 助力太仓打造‘国家级对德合作平台’司法服务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1992年，市法院桃园路审
判法庭动工建设。1999年，位
于人民北路23号的法院综合大
楼落成，办公条件有所改善。
2010年，位于半泾南路的法院
办公审判综合大楼投入使用，
信息化设备配备到位，办公环
境进一步提升。同时，城厢、沙
溪和港区3个法庭实现了异地
重建，办公条件和审判场所等
设施得到较好改善。2020年，
完成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升级
改造，搭建互联网法庭，配备电
子送达及智能中间柜等软硬件
设施，落地应用数字人民币交
纳诉讼费场景，切实提升办公
智能化水平。

市法院历来十分重视队伍
建设，始终把队伍素质教育作
为发展根基。改革开放初期，
市法院在编干警16人。1982
年，部分转业干部充实到法院，
干警人数增加。1984年，市法
院对干警实行招考录用制度。
2016年，市法院根据司法改革
工作要求，产生首批员额法官
44名。2020年，市法院严格执
行防止干预过问司法“三个规
定”，常态化开展“三个以案”警
示教育。2021年，根据党中央、
省市委决策部署，市法院扎实
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政治生态持续优化，司法公信
力显著提升。

市法院桃园路旧址市法院桃园路旧址

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按照“让
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的原则，组建新型审判团队，
建立健全法官会议、审委会等
机制，完善独任制、合议庭等
审判组织运行，严格规范审限
管理，审判质效显著提升。

面对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等
新情况新问题，诉讼程序改革
迫在眉睫。2019年，市法院作
为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试点法院，推进案件繁简分流、
轻重分离、快慢分道，采取加强
诉前调解力量、优化司法确认程
序、完善繁简甄别机制、畅通简
案快审通道等措施，并形成“个
案调判、类推适用、快审快结”的
示范调判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案
件审判质效。2022年，市法院
创建“红槌有‘太’度 法徽耀‘娄
城’”诉源治理品牌，深入落实

“法官进社区”“无讼村居”建设，
与市卫健委、住建局、消保委等

单位建立健全类案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聚力打造“医患心桥”

“保‘驾’护‘行’”等子品牌，切
实提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实
效。同时，市法院注重发挥典
型案例示范引领功能，审理的

“孤寡残疾老人遗产管理案”入
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
年度十大案件”等，并被写入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诉讼程序完善了，诉讼服
务也必须跟上。2020年以来，
市法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通
过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加大移
动互联“微法院”“江苏微解纷”
等平台应用力度，探索实践跨
境诉讼委托手续线上办理，推
动在线调解、网络庭审、直播看
样等电子诉讼活动规范化，实
现一网解纷、一网通办诉讼全
流程业务，让诉讼服务变得更
加触手可及。

回望来时路，坚定前行路。市法院成长发展的历程，

是筚路蓝缕、笃行不怠的奋斗史，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里程碑。接下来，站在新的起点，市法院全体干警

将继续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加快推进现代化法院建设，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

太仓新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肖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