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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婚
男，单身，城户，60多岁，很显年轻，正派善良，体貌、性

格、素质都很好，有退休，新楼房，找50岁左右，各省市县乡
村均可的女士为妻。电话：15532804127、18832721745

方便群众诉讼、推进司法公
开、服务法官办案、提高审判质
效，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多方
面开始发力。今年以来，我市法
院系统网上开庭、阅卷、质证、送
达等主要应用数据持续保持全
省首位。

“微评查”
让审判更阳光

评查员的工作，就像学校的
老师对学生提交的作业进行检
查。案件评查是为了约束法官自
由裁量权，对案件的审判进行检
查。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
质量评查，实行“交叉互评”，即
评查法官不能评查自己经办的
案件。过去评查案件非常耗时耗
力，一个刑事案件的案卷动辄几
大箱，负责评查的法官需要全部
翻看一遍。

如今又到了季末，但评查法
官的压力却减轻了不少。原来，
他们有了“得力助手”。今年 10
月，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
率先开展发回改判案件“微评
查”活动，通过自主研发的“裁判
文书公开交流平台”，实现所有
发回改判案件全部接受法院系
统内部评查、全市律师专业评

查、社会公众阳光评查。
传统的案件评查主要采用

书面方式，评查法官对卷宗材料
翻阅完后得出评查结论，评查工
作效率较低。如今，所有被发回
改判的案件，其裁判文书均被链
接到裁判文书公开交流平台，全
市法官、律师和群众随时都可以
查看。

此外，“微评查”特别增设的
匿名评论功能，可以让人畅所欲
言，解决了评查员不敢评、不愿
评的问题。

速裁让审判
驶入“快车道”

日前，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在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速裁团队受理后，从立案到
判决，仅用了8天。

据介绍，沧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快慢分
道，于去年 10月初成立了速裁
团队。速裁团队由办案经验丰富
的民事主审法官、高学历高素质
的法官助理及业务能力突出的
书记员，组成紧密协作的审判小
组。速裁适用范围主要包括：保
险合同、物业合同、执行异议和
复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等二审案件。

速裁团队的最大特点就是
“快”，他们与立案庭对接，对
分管的案件当天立案，当天确
定开庭时间，当天邮寄开庭传
票。

速裁团队简化审批程序，
调判结合快速结案。在开庭（询
问）完毕后，法官助理征得当事
人同意，两日内对案件进行调
解；调解不成功的，一次开庭结
案，并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裁判
文书。

速 裁 案 件 虽 然 简 化 了 程
序，但是不减公平正义。沧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了二审
速裁案件审理流程及转入普
通程序规程，不管案件大小，
每件案子必须事实说得清，法
律依据准。

今年 2月 4日，李霞法官速

裁小组审理了 3起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在充分听取
几方诉辩意见、认真合议新证据
后，3 起案件当庭宣判。考虑到
正处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李霞
法官和当事人沟通，释法明理，
判决给付方直接将赔偿款汇入
对方银行卡。3起交通事故案件
终审结案，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息
诉。

从立案到结案，由速裁团队
审理的案件力争在 20 天内结
案，最长不得超过 30天，真正实
现简案快审速裁、类案专审精
判，用更少的司法资源向群众提
供更高效的司法服务。速裁团队
自 2020年 1月 1日至今，共审结
2089件案件，案均审理天数12.7
天，比之前结案时间平均缩短了
26天。

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审判质效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遵循
司法规律，量身打造调解、速裁、
民事专业审判等审判团队，优化
审判资源配置，使得审判质效快
速提升。

他们健全完善案件分配机
制，结合案情复杂程度，将案件划
分为重点案件、简单案件和普通
案件。重点案件自动标记为“四类
案件”进行督管，由法院各庭长担
任审判长或承办法官；简单案件
自动分流至速裁团队，实行集中
审理；其他普通案件实行系统随
机分案。

有些民商事案件事实清楚，
一审裁判正确，但当事人由于法
律认识问题或其他原因，坚持上
诉；有的案件二审还没有立案，
上诉人又想撤诉……调解团队
对上诉民事案件一一过滤，很多
案件得以在诉前化解，既减轻了
当事人麻烦，又提高了司法资源
的利用效率。

针对“同案不同判、法律适
用不统一”等问题，沧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强化大数据资源集成
应用，自主研发“案例云”平台，
将全市法院系统全部审结案件

“一网打尽”，同时连接到全国法
院案例库及法律文库，为法官提
供案件以及法律依据。

审判，驶上阳光快道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严细深实快”作风推进司法为民系列报道④

本报记者 李圣哲 何学林 摄影报道

扎实开展“严细深实快”作风教育

法官观测全市法院系统庭审数据法官观测全市法院系统庭审数据，，及时发现审理中的问题及时发现审理中的问题。。

大事小事全都代劳，喂饭穿
衣百般关爱……这些做法，看起
来似乎让孩子过得更舒服了，但
事实上，这些家长的“爱”，一定
程度上反而阻碍了孩子的成长。
近日，肃宁县第五实验小学举办
了一场特别的比赛。通过巧妙的
赛事安排，不仅向孩子们普及了
劳动技能，也赛出了孩子们劳动
的积极性。

比赛项目花样多

扎辫子、系鞋带、叠衣服、整
理书包……近日，在肃宁县第五
实验小学，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
正在进行。

当天的比赛，从一年级学生
开始。老师们为他们准备的比赛
项目是：女生比扎辫子，男生比
系鞋带。小姑娘们充分发挥出自
己爱美的天性，很快就扎好了漂
亮的马尾辫；男孩们也雷厉风
行，随着老师一声令下，大家蹲
在地上开始系鞋带，系好后又赶
紧站起来举手示意。

别看这会儿都挺厉害，之前
训练时可出了不少“小糊涂”：有
的男孩把鞋带系成了死结，有的
小姑娘把一头漂亮的头发扎成
了“小鸡窝”。

二年级女生的比赛项目是
叠衣服，男生的比赛项目是整理
书包。心灵手巧的女孩们虽然用
时不短，但是最终都把衣服叠整
齐了。这次比赛中，粗枝大叶的
男孩们也把书包整理得整齐有
序。

三年级学生比的是缝扣子
和系红领巾，这两项比赛稍微有
些难度，需要平时勤加练习。相
对来说，女孩们穿针飞线的难度
要高一点。比赛中，三年级 8班

的朱辰熙钉完扣子后，咬了几次
也没把线头咬断，大家不禁为她
捏了一把汗。还好，她最终咬断
线头完成了比赛。

家长陈女士说，自己的儿子
参加了当天的系鞋带比赛，但

“系得挺慢的”。她说，现在，孩子
的生活技能确实比较缺乏。因为
孩子不会系鞋带，她以前基本上
不给孩子买系带的鞋。“为了这
次比赛，我专门给他买了一双系
带的鞋，就是为了让他多学一些

生活技能。”

老师“使坏”加难度

六年级比赛中，男生的比赛
项目是夹豆子。小小的黄豆看起
来不起眼，但是要把它们又快又
准地夹进瓶子里，要费不少劲：
用的力气大了，豆子容易被“挤
跑”；用的力气小了，又夹不住。
除此之外，老师们还“使了点儿
坏”：放豆子用得是一个平盘。

比赛一开始便进入了白热
化：场下的同学为选手们大声加
油，场上的孩子们则全神贯注地
和豆子“较劲”。一会儿的功夫，
有的小选手出了汗，还有的孩子
本来夹得好好的，可是一紧张就
把豆子掉到了地上……

而女生的比赛项目则更有
观赏性。她们两人一组，做起了
水果、蔬菜拼盘。心灵手巧的女
生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将常
见的水果、蔬菜变成了一个个

“艺术品”。

“处心积虑”练孩子

肃宁县第五实验小学副校
长吴丽娜表示，举办这次生活技

能大赛，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感受
劳动的乐趣，培养他们自理自立
的能力。

吴丽娜说，前些日子下了一
场雨，孩子们进入教学楼后，很
多老师发现，一些孩子不会收
伞。此外，老师们还发现，不少孩
子不会拉拉链、不会系鞋带。

吴丽娜说：“跑操时，有的孩
子鞋带开了，他们根本不会系，
就那样开着跑。”此外，丢三落四
的孩子也不少，老师们经常在操
场上捡到校服、水杯、钥匙之类
的物品。“这些大多是因为家长
们平时对孩子照顾得太无微不
至了，导致他们缺乏生活技能”。

这些情况深深地触动了老
师们，他们也经常讨论这种事
情。最终，大家决定举办一场趣
味比赛，来提升孩子们的生活技
能。

下一步，该校准备多开展
一些活动，让孩子学习劳动技
能。比如，学校有一个“动物基
地”，里面养了兔子、鸡、鹅等，
学校将组织孩子们给这些小动
物喂食、喂水。

吴丽娜表示，今后，他们将
倡导“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每天
劳动 20分钟”，让学生在日常生
活实践中体验劳动的价值，提高
生活技能。

小学生动手能力差，引起肃宁县第五实验小学老师们重视——

让孩子们来场比赛，比比系鞋带梳小辫
本报记者 霍钢杰 摄影报道

穿针飞线穿针飞线，，有模有样有模有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