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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镇与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联手打造全国首个小区纠纷诉源治理中心沙田镇与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联手打造全国首个小区纠纷诉源治理中心

努力化解小区居民之间的各类纠纷努力化解小区居民之间的各类纠纷

■“幸福港湾”诉源治理中心揭牌（资料图）

本报讯（文/沙宣）“不用打官司，也不用交
诉讼费，在社区就能见到帮解难题的法官，真
方便。”这是“幸福港湾”诉源治理中心的法官
方淑敏听到最多的赞叹，她也因此感到欣慰。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莞二
院”）联手沙田镇创建全国首个专为小区纠纷
而设的“幸福港湾”诉源治理中心，努力化解
发生在小区居民之间的各类纠纷，用法治之
光为社区增添了新的风景，使社区成为居民
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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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人、矛盾”三巨变催生的新中心

2022年12月15日，沙田镇“幸福港湾”
诉源治理中心在东莞二院沙田人民法庭挂牌
成立。当天，一场主题为现代小区矛盾纠纷
如何化解的座谈会在这里举行。来自东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东莞二院和沙田镇有关代表
济济一堂，现场气氛热烈。

会上，东莞二院党组书记、院长尹振宇谈
了推动“幸福港湾”诉源治理中心成立的想
法：“成立这个中心是基于时代发展带来的三
个新的巨变：城、人、矛盾纠纷。我们的城市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和矛盾纠
纷的类型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解
决途径也要顺势而为，应时而变。”他的发言，
获得了与会者一致认同。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东莞“化蛹为蝶”，
从传统农业县成为制造业名城，如今又迈上
万亿GDP和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的新起
点。沙田法庭所在的沙田镇，近年就多次上
榜全国乡镇综合竞争力“百强镇”。随着城市
化快速发展，住在传统村落或熟人社区的人
口比例在下降，现代小区成为越来越多人安
家乐业的首选。

与传统村落和老社区的熟人社会相比，
现代小区有很大不同。前者更多是紧密的亲
情和乡情式人际关系，而现代小区是陌生人
社会，业主之间交流较少，彼此是疏远的契约
式人际关系。

发生在小区的纠纷，从传统的熟人社会
纠纷也逐渐迈向陌生人社会纠纷。传统村落

（社区）发生纠纷，多数会请村（居）委会干部
协调，或请德高望重的老人或彼此认识的“中
间人”帮助调解。而现代小区基本不存在上
述“和事佬”，当事人的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
越来越强，更倾向于找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
等社会组织，或找政府部门投诉，甚至直接诉
诸法院。近年，法院受理的涉小区纠纷逐年
增长，出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

解决矛盾纠纷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就
是在其萌芽、初始阶段进行化解，预防制度先
行，实行“治未病”。对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现
代小区纠纷，如何整合基层资源，为其量身定
做诉源治理和纠纷化解机制，是法院和党委、
政府共同面临的新命题，也是时代对司法为
民的新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幸福港湾”诉
源治理中心是在上级党委领导下，由法院和
地方政府联合成立，聚焦现代小区的各类纠
纷，不局限于物业服务纠纷，还包括邻里纠
纷、侵权纠纷、家事纠纷、房屋买卖纠纷等，并
将司法、公安、房管、住建、城管、人社、妇联、
工商联等职能部门均纳为成员单位，有利于
形成府院合力。

和地方政府联合创建“幸福港湾”诉源治
理中心，是东莞二院积极践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人民法庭建设的新
路径的重要创新举措，也是东莞积极打造“枫
桥经验”本土样本的一个缩影。

该中心的成立，被写入了这一年的东莞
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工
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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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港湾”背后的秘诀

那么，“幸福港湾”诉源治理中心成立将
近一年，如何高效率、低成本地化解纠纷，积
累了哪些有益经验，背后有什么秘诀？

“不好意思！我保证会把漏水修复好。
给你家添麻烦了！”沙田镇某小区业主郑先生
走出楼下孙先生的家门时，诚恳地说道。双

方笑着同时伸出了手，握在一起。
站在旁边的沙田法庭副庭长卢秀文看到

这一幕，也露出了释然的微笑。
在此之前，这宗因相邻房屋漏水引起的

纠纷，双方一见面就板起脸吵起来，互不相
让。

2022年7月，孙先生发现自家阳台顶部
有水渍，墙面也起皮了。“要么是楼上的防水
不当，要么是开发商交付时质量不合格。”在
三方协商未果情况下，孙先生遂将开发商和
郑先生都告上法庭。

案件来到了“幸福港湾”诉源治理中心的
法官卢秀文手里。在卢秀文的建议下，小区
物业公司联系开发商的工程师到了现场。经
检查分析，工程人员认为是楼上防水没做好，
修复漏水价格约3000元。

经卢秀文几次协调，郑先生同意自费找
人施工修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并交了一笔
押金给孙先生，等施工完毕双方确认不再漏
水后，再予返还。

“省时！省钱！不用开庭和鉴定就解决
了！跟邻居路上碰面也不用尴尬了！”孙先生
对调解结果很满意，撤回了起诉。

像这样的纠纷虽多为诉讼标的较小的
“小案件”，但却是关系群众生活品质、社会安
全稳定的“大民生”。卢秀文与物业公司、小
区居民、社（村）居基层组织乃至相关职能部
门进行“法律连线”，让小区纠纷不出小区大
门就得以解决，是她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

卢秀文说，在小区这样一个矛盾诉求多、
人口密集的地方，化解矛盾一定要“掰开”问
题，客观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正如和面需要
先将面团掰开、揉透；再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将这些信息如面与水一样掺和、搅拌，方能成
为混合均匀的面团。

2022年年底，沙田法庭法官方淑敏陆续
收到调解员反馈的50余起物业纠纷案，案涉
业主皆是因未按时缴纳物业费而被物业公司
起诉，且案件均发生在同一个小区。

为何同一个小区会有如此多的物业欠费
情况？方淑敏决定去现场一探究竟。

原来，该小区的原物业公司因为“涉黑”

被取缔，为维护小区的正常管理秩序，开发商
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创新选定了新的物业公
司。但新公司进场后未能向业主通知到位，
导致很多业主都不清楚物业公司的更换。同
时，小区还存在外墙墙皮脱落等情况，迟迟未
能得到修复。

因此，诸多业主便以未与新物业公司签
订合同、未享受物业服务、房屋有质量问题等
为由拒绝缴费。

在充分调查了解案情的基础上，沙田法
庭选取了15宗案件进行示范裁判，判决业主
向物业公司缴清物业费，并认定物业公司履
行物业管理服务义务有瑕疵，业主无需额外
向物业公司支付违约金。二审法院对该批案
件维持原判。

随后，法庭以此为契机组织其他案件的
业主和物业公司进行调解，详细释法说理。
大部分业主与物业公司顺利达成了和解，业
主们自愿缴费，物业公司也不再追究违约
金。大批的同类案件得到“一揽子”解决。

“案件虽然办完了，但未来会不会再产生其他
类似纠纷？”方淑敏觉得还可以再加一把劲，
力争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为此，她专门向涉案物业公司发出司法
建议，要求其将更换物业事宜向业主正式通
知到位，并尽快修复房屋质量问题，未来若发
生纠纷应及时调解，努力构建和谐小区。

物业公司认真采纳了上述建议，承诺将
加强与业主的沟通，尽快解决存在问题，不断
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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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小区治理“司法新名片”

住宅小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将诉源治
理工作融入小区，将有效促进小区居民之间、
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和谐融洽。小区的纠

纷处理好了，整个城市的社会和谐基础就大
大夯实了。

目前，沙田镇有住宅小区26个，常住人口
约4万人，非户籍人口超过一半。作为沙田法
庭首任老庭长，如今又分管沙田法庭的东莞
二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刘浩新，对沙田镇
的近年变化了然于心。

“在上级党委领导下，法庭已与中心其他
成员单位形成常态化沟通协调合力机制，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互通情况，联合开展活动。”
刘浩新介绍说，该中心从成立至2023年上半
年，与镇司法分局、房管所、当地社区座谈研
讨6次，梳理小区治理堵点、难点20余条，归
纳治理建议十余条。

“非常欢迎法庭的专业意见！”沙田镇房
管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东莞市政府服务热线
12345会甄选投诉中的物业纠纷，反馈至房管
所处理。针对辖区的群体性和疑难物业纠
纷，房管所会组织住建、村（居）委会、物业公
司联合处理，也亟需法庭的法律指导。

据悉，2023年上半年法庭受理小区系列
纠纷6批，加上其他零星个案，涉业主650多
户。经法庭指导和协调，多数纠纷由物业公
司与业主自行化解，最终到法庭办理立案手
续并需开庭审理的仅48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在社会基层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尹振宇表
示，东莞二院将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幸福
港湾”诉源治理中心的做法，通过加强审判工
作的专业化、加强府院联动工作的制度化、加
强小区治理的“自治化”，进一步探索现代小
区纠纷的诉源治理经验，使它成为服务辖区
社会治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新名片，不
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小区纠纷调解现场 ■小区邻里“漏水”案件调解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