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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处长杨
懿说，在川渝联调机制的共建共享之下，两地
不仅共建了边界联合调解室，建起了线上智慧
调解通道，还通过共建川渝调解专家库、成立
川渝税费争议调解纠纷、打造一站式调解中
心等方式推动跨省矛盾实现就地解、实时解。

但在落地落实推进过程中，跨省矛盾纠
纷的调解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群众对
于跨省调解的理解度和支持度还不够；部分
调解员的业务能力还不足以解决复杂的跨
省矛盾；常态化运行机制还需在动态中进一
步完善等。

针对跨省矛盾纠纷预防难、排查难、化
解难、协调难的特点，下一步，川渝将如何进
一步推动跨省矛盾高效化解？

“打开手机，在App上简单操作几步，
就可以在重庆智慧调解系统——渝快调上
进行调解。”杨懿拿着手机，现场演示了刚上
线的“渝快调”系统功能，川渝群众录入案件

事实后，系统可一键生成具有相应法律条文
的法律咨询意见书，还能在线上进行云端调
解，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解决纠纷。该系
统还在试运行阶段，正式全面推广后，将进
一步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推动跨省矛盾
调解的质效齐升。

记者从市司法局了解到，下一步，川渝

两地还将进一步打通隐患排查、矛盾化解、
联动执行等各个环节的合作，推进“组织联
建、矛盾联排、纠纷联调、工作联动、平安联
创”“五联”工作机制落地落实，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衔接联动，让老百姓遇到跨省矛盾不
发愁、自动找、配合调、就地解。

此外，两地还将加强在税务、商事贸易等
细分领域的跨省纠纷调解合作。截至目前，
两地已联合成立了12个“川渝税费争议联合
调解室”，未来将继续推动川渝两地符合条件
的基层税务部门联合成立税费争议联合调解
室，共同应对跨区域税费争议事项。

全新上线重庆智慧调解系统将在全市推广

跨省矛盾纠纷如何就地化解

重庆市荣昌区龙集镇六
合村与四川省隆昌市石碾镇
碉楼村，仅一条马路之隔，两
地村民比邻而居，田土交织，
道路相连。多年婚嫁往来，许
多村民成了亲戚，往来日益密
切的同时，跨省矛盾纠纷也时
有发生。

在这川渝交界处，有一栋
特别的小院——马家坳小院，
院里种着几株玫瑰和一些不
知名花草，院子正中间是一幢
黄墙青瓦的小“独栋”，独具特
色。

“这里是川渝两地共建的
法治小院，川渝首个边界联调
室就在这里。”荣昌区司法局
龙集司法所所长蒋建秀告诉
记者，这个联调室作用可不
小，刚建好不久，就成功化解
了一起曾调解“失败”的跨省
纠纷。

时针拨回到2019年。
荣昌区龙集镇六合村一组和隆昌市石

碾镇碉楼村三组的一百余户村民迎来一件
喜事——近三百亩承包地被“六杰合作社”
租赁，用于种植花椒，约定租金为每亩每年
350元。

好景不长，村民们才拿了两年租金，“六
杰合作社”就闹了内讧：四个合伙人散伙，其
中三人私下把土地进行划分，准备各自单
干。这下，村民的土地租金一时间拿不到
了，喜事也变成了糟心事。

“这个事情必须喊他们拿出个说法！”收
不到钱，越来越多的六合村村民开始聚集。

“大家不要着急，坐下来慢慢说，我们来
调解！”蒋建秀回忆说，涉及这场纠纷的村
民，大多是荣昌区六合村的，但还有近30
户，是隔壁四川省碉楼村的，她赶紧拿出手
机，在通讯里翻找隆昌市司法局石碾司法所
的联系方式。

“石碾司法所离我们这边约100公里，
平时基本没得啥子联系，那个号码也是很早
之前存的。”蒋建秀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下
电话，那一头传来“空号”的回音。

无奈之下，蒋建秀找到六合村的村支
书，希望他能找碉楼村的村干部帮忙找
人。“我和那边闹过一次矛盾，关系不太
好，怕是不得买我的账哟。”村支书回复，

“要不，你问问李长春试试，他家和碉楼村
很近，应该比较熟。”李长春是六合村综治
专干，因为住家关系，正好认识碉楼村的
村支书。

几经波折，在李长春的帮助下，蒋建秀
联系上了碉楼村的村干部。两天后，碉楼村

的村民代表来了，但又一个麻烦出现了——
来的村民比较多，没有专门的场地和大桌
子，该在哪里调解？

恰巧这时，有几个拿着球拍的小孩经
过。蒋建秀灵机一动，决定把几个乒乓球台
拼在一起，改成调解桌。随后，她又从周边
老百姓家里借来板凳，一个临时调解场就搭
好了。

调解过程还算顺利，在李长春和蒋建秀
的调解下，“六杰合作社”的几个合伙人表示
愿意承担责任，但需要一定时间予以兑现。

几方达成的协议内容，蒋建秀都挨个写
到了调解协议书上。但当她拿出龙集镇调
委会公章准备盖章时，却迟疑了：“四川的二

十多户村民不归我们管辖，这个章盖下来，
我心里没底啊。”蒋建秀坦言，在没有文件政
策支持的情况下，这个章没有法律效力，她
不敢盖。

见蒋建秀犹豫，碉楼村一位姓王的村
民看出了端倪：“我来之前就猜到的，你们
重庆的怎么管得到我们嘛，没意思，走了
走了……”这一吆喝，其他村民也愤愤离
开。

“涉及跨省，两边的事情你们管不完，也
管不了。”“六杰合作社”一位合伙人的话一
下子戳中了蒋建秀的心窝子，这件事便成了
她的一个心病。

这次调解不欢而散。
渐渐地，两地联络人疏远了，对调解工

作支持的村民变少了，愿意到场沟通的人也
不多了。

边界跨省纠纷成了调解员们最头疼的
难题。

不欢而散的跨省纠纷调解案

转机发生在2022年3月。
在荣昌区司法局与隆昌市司法局的统

筹下，荣昌区龙集镇与隆昌市石碾镇联合挂
牌成立川渝边界联调小院——马家坳小院，
设立“代表委员联络站”。

小院位置正好在位于两地交界处，成立
那天，双边的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负责
人签订了合作协议，大家互留了电话，还建
了微信群，方便第一时间互通信息；制作了
川渝边界共治共享法律服务公示栏，畅通群
众寻求法律帮助的渠道。

当天，荣昌区龙集镇调委会还与隆昌市
石碾镇调委会联合发文，建立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龙石边界矛盾纠纷联合人民调解委
员会。

同时，双方约定，两地司法所、村调委会
各派出2名工作人员入驻，形成一套调解引
导、委派调解、诉调对接、司法确认、信息通
报等工作程序，为辖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纠纷调解、司法确认等法律服务。
“这个文件发了，以后盖哪边的章都一

样，都有法律效力了！”蒋建秀很兴奋，“马上
邀约石碾镇碉楼村涉‘六杰合作社’纠纷的
村民，再到咱们马家坳小院现场调解一次。”
她拿出手机，在名为“川渝边界调解群”的微
信群里“喊”了一声，马上得到回应。

更让蒋建秀意外的是，“上午喊，下午就
约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曾经不欢而散的
原班人马又聚到了一起。

鲜花绿草包围的马家坳小院里氛围温
馨，一张大调解桌，凳子一排排摆开。

“这次把川渝两个村子的村民代表聚在
这里，是为了一起解决问题。大家签的合

同，是盖了章签了字的，具有法律效力，给租
金的事情肯定是跑不脱的。”蒋建秀和李长
春的话给两地村民吃下了定心丸。

“建议重新根据承包面积进行租金划
分。”

“租金付款时间，建议重新约定一下。”
“啥子时间可以拿到租金，也要具体说

清楚。”
……
调解现场，大家各抒己见，一起出谋划

策，最终“六杰合作社”的几位合伙人与村民
达成协议，根据各自流转地块，约定三年给
一次土地租金。

“统一了意见了，所有人都必须执行调

解协议哟，这个是有法律效力的哟！”说罢，
蒋建秀再次拿出龙集镇调委会的公章，“啪”
一下盖了下去。看着这白纸鲜章，蒋建秀
说，“这章一盖，心就彻底踏实了！”

“在马家坳小院没建立之前，川渝两地
居民遇到矛盾，要么难以化解，耗时耗力；要
么责权难分，不了了之。”蒋建秀告诉记者，

“有了马家坳小院后，不仅调解矛盾有了制
度支持，这里还经常邀约两地村民搞活动，
一来二去我们和四川那边居民熟悉了，调解
矛盾纠纷别个也信任我们，跨省矛盾纠纷也
就实现了快速解、就地解、有效解。”

重庆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
副处长彭毅介绍，截至目前，重庆已有11个
区县与四川省毗邻的15个市县就人民调
解、社区矫正、普法依法治理等积极开展跨
区域合作，已累计联合化解边界纠纷2700
余件，调解成功率97%，一大批跨省矛盾纠
纷实现就地化解。

边界联调室让跨省纠纷“就地解决”

边界相邻，矛盾纠纷通过联调机制，实
现了就地化解，那么，非相邻地域的跨省纠
纷，如何不跑路，同样实现就地化解呢？

今年6月，南岸区天文街道矛盾纠纷调
解中心主任杜仁海接到当地派出所的电话：

“老杜，有一起‘异地跨省讨薪’案件，需要你
们调解一下。”

当事人肖军（化名）在四川成都某广告
公司承揽的成都、重庆多个工程工地打工，
与公司老板口头约定每天工资500元，但老
板长期拖欠工资，3年未给。

经过杜仁海的努力调解，双方达成和解
协议，协商分期支付。但是，新问题又出现
了——四川成都这家广告公司的委托人晏

某有委托书，但无关系证明，并且，该公司与
肖军无用工合同。

“这个案子涉及跨省，协商的分期履约
方式存在风险，很可能拖一拖，就拖化了。”
面对这一问题，杜仁海很快想到，可以向南
岸区人民法院寻求帮助。

了解情况后，南岸区人民法院决定连线
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共同启动跨省诉调
对接机制。

“现在开庭！”7月10日，南岸区人民法
院将“车载便民法庭”流动车开至肖军家门
口，开始审理这起跨省劳资纠纷案。

重庆法官及当事人肖军身处“车载便民
法庭”，四川法官及宴某在四川天府新区人
民法院，杜仁海在天文街道矛盾纠纷调解中
心，三方通过“云上共享法庭”，“云上”跨省
开庭。

在两地法官的主持下，确认晏某是公司

代理人也是实际操控人，原、被告双方线上
进行了陈述、答辩、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全
部环节。最后，根据录音录像，法院当场出
具文书予以司法确认。

“司法确认了，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
肖军感叹，不用两地跑，现场就解决，真的太
方便了！

7 月底，杜仁海收到肖军的感谢短
信——“我已经拿到钱了，谢谢你的帮忙！”

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近年
来，川渝两地调解组织充分利用远程调解、
智慧调解等方式及时化解矛盾纠纷170余
件，纠纷调解实现了既可以“面对面”，又能

“键对键”，极大提高了调解效率。

数据“跑路”让跨省纠纷“云上解”

□本报记者 黄乔

7月10日，一起川渝跨省薪资争议通过“云
上共享法庭”线上调解，图为重庆车载法庭调解
现场。

荣昌区安富街道普陀村边界联调工作室挂牌。4月21日，荣昌区马家坳小院成功调解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并以案说法，对现场群众进行《家庭促进法》宣传。

7月10日，一起川渝跨省薪资争议通过“云
上共享法庭”线上调解，图为成都法官调解现
场。 （本版图片均由市司法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