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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法院“和青和理”品牌暨

多元解纷典型案、事例

案例一：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通过“示范判决”诉前批量化解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简要案情

证券纠纷案件是金融领域常见案件。2024年，某投资股

份公司因公司年报证券信息披露不真实，构成虚假陈述侵权

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方某某等 124名投资者以某投资股份

公司构成虚假陈述侵权为由，要求该公司赔偿 1000元至 142

万元不等的投资差额损失。

调解过程及效果

青岛中院立案审核人员通过案件检索，发现青岛中院就

该公司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已作出生效判决，

且已有相似案件诉前调解成功。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将该批

案件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委派给青岛市法润商事调解中

心开展调解工作。调解员通过远程线上方式进行调解，根据

相关案件的示范判决，梳理纠纷脉络，引导当事人理性确定

赔偿数额。青岛中院指导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委托第三方

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双方根据意见书就各项投资损失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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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意见，最终促成 89 名原告与被告公司达成调解协议，

35起案件调解撤诉。

典型意义

证券市场中证券类侵权纠纷，往往造成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受到损害，区别于普通案件，一旦成讼，涉及的人数较多，

案件数量较大，且相同的侵权事实被重复审理、认定，从而

导致浪费诉讼资源，耗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2023年以来，

青岛中院积极运用示范判决，通过典型案例引导，调解化解

涉 600余名投资人的批量纠纷，起到良好社会解纷导向。2024

年，全市法院通过诉前调解程序，调解成功案件 12.1万件，

既有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又降低了当事人诉讼成本和

司法成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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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青潍两地协调联动“以保促调”化解劳动争议纠纷

简要案情

2023年 6月 25日，某软件技术公司发出《人事调动通

知》，将董某、潘某二人工作地点从潍坊市调至其他城市。

董某和潘某收到通知后，向公司发送《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公司向二人发送《限期返岗通知书》，因二人未按期

返岗，公司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董某和潘某向潍

坊市奎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

付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潍坊市奎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作出仲裁裁决，确认公司向二人支付经济补偿。公司以

及董某、潘某均不服仲裁裁决，分别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

院和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起诉。

调解过程及结果

奎文法院依据董某、潘某的申请，查封了用人单位的银

行账户。因市南法院受理在先，奎文法院将案件移送至市南

法院合并审理。法官详细了解案情后，发现该案件事实清楚，

双方仅在经济补偿数额上存在争议，故决定先行诉前调解。

为推进调解，法官一方面从法律规定的企业义务、社会责任、

劳动者贡献以及冻结银行账户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等，劝说用

人单位确定合理的经济补偿数额；另一方面，以企业发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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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付能力为突破口，尽力促成劳企双方和平协商。通过“背对

背”调解，双方对经济补偿数额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尽快解除

保全措施还存在顾虑。为确保企业正常经营，尽快促成调解，

市南法院与奎文法院法官协商账户解封事宜。最终各方当事

人达成一致意见，公司支付补偿金，奎文法院解除了对公司

银行账户的查封，各方当事人矛盾纠纷一次性实质化解。

典型意义

两地法院协调联动，以保促调，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

合力化解劳动争议纠纷，既可以让劳动者尽快拿到经济补偿

金，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又通过及时解封公司账户，降低

诉讼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减轻企业累诉，为法治营商环境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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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以“倾情调解法”实质化解涉残疾人离婚纠纷

简要案情

蓝某（男）与郑某（女）于 1994年登记结婚，婚后未

生育子女，婚后蓝某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反复多次入院

治疗。后经认定，蓝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住院期间，

郑某很少探望，蓝某曾因多颗牙齿掉落需要安装新牙，多次

联系郑某，其均未理睬。蓝某每月退休金均由郑某管理，郑

某每月仅支付五百元生活费，因住院生活条件很差，蓝某及

家人多次要求增加生活费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

婚姻关系。

调解过程及结果

蓝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通过特别程序向法院申

请指定监护人，需要一定时间。本着“案结事了、化解纠纷”

原则，承办法官、调解员多次联系蓝某家人及郑某，得知双

方已有多年未共同生活，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如果强行和好，

只会加重双方矛盾，并不能实质化解双方症结。调解员耐心

找到案件的“堵点”，多次联系郑某，从“理解”到“调解”，融

入现实情境，换位思考，诚心劝解，最终在承办法官的主持

下，各方协商确定了蓝某的监护人。为保障双方当事人利益，

承办法官与调解员又分别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从“调解”到“化



6

解”，回归亲情的本真，在综合考虑蓝某的特殊困难和郑某生

活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多种调解方案，平衡双方利益，最终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蓝某、郑某离婚，名下房产每人各一套，

所有矛盾一揽子解决。

典型意义

家事纠纷具有很强的伦理性和情感性，仅靠证据和法条，

无法彻底解纷止讼，一纸判决虽可迅速结案，但双方矛盾并

未化解，最终会变成社会隐患。本案以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合

法权益为处理原则，利用“了解、理解、调解、化解”的渐进

解纷思路，释法析理、情理交融，使双方矛盾纠纷得到圆满

解决，使残疾人一方得到妥善安置。既保护了当事人的婚姻

自由，又最大限度的维护了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切实把公

平正义刻画在鲜活的民生案件里，彰显了司法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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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市场化调解方式成功化解一起多年纠纷

简要案情

2012年 8月 1日，某居民委员会与案外人某置业公司签

订《社区安置房项目代建合同》，置业公司为安置房项目的

代建单位。2013年 10月，置业公司与某工贸公司签订《安

置房项目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工程施工承包意向书》，由

工贸公司负责安置房项目铝合金门窗的制作、安装工程。工

程经竣工验收，在结算过程中工贸公司与居民委员会因工程

停工、窝工等索赔事项产生争议。某工贸公司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居民委员会支付因停工、窝工等产生的费用。

调解过程及结果

本案涉及的专业多、技术复杂、金额较大，李沧法院引

导双方通过市场化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将本案委派给青岛

建纬城乡建设调解中心组织调解。青岛建纬城乡建设调解中

心接受法院委派后，就当事人争议的停工、窝工索赔事项进

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进行争议评审。争议评审组专

家组织双方对证据材料逐一质证，听取双方意见，明确了纠

纷争议焦点，确认了部分停工窝工事实，评估认定了因停工

窝工导致的损失数额，并出具评审意见书，双方当事人均认

可。后经该调解中心调解，居民委员会按照评审意见书全额

履行了付款义务，双方长达 11年的矛盾得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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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市场化调解模式，可以用有偿调解服务激发专业法治力

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把专业性、复杂性高的纠纷化解

于诉前。争议评审的专家组主要以律师为主导，结合建筑、

造价等建设工程方面专家，不仅能够分析施工工艺、质量、

造价等工程方面问题，还能够从切实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

结合法律知识明确法律责任划分，将争议评审与调解相结合，

让当事人在了解工程方面存在问题的同时，又明确法律层面

法律责任承担主体，对利与弊进行权衡，既能高效实现案结

事了，又避免了当事人诉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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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诉前调解+公证”破解物权纠纷难题

简要案情

宋先生与孙女士曾系恋人关系。订婚期间，宋先生以孙

女士的名义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购置了一套房产，后双方关

系破裂，无结婚可能，宋先生要求孙女士将房产过户到其名

下。由于双方感情破裂，对于房产过户互不信任，孙女士

担心过户后拿不到房款，宋先生担心给了钱收不到房，

加之传统模式下，带抵押房产过户流程繁琐、周期长，双方

无法就此事达成一致。无奈之下，宋先生将孙女士诉至法

院。

调解过程及效果

城阳法院审核时认为本案可适用不动产“带押过户”模式，

将案件委派入驻法院的琴岛公证处开展调解工作。公证处了

解案件情况后，创新提出“和解协议+带押过户”的解决方案，

即借助现有的不动产远程登记端口，与不动产登记中心、银

行及公积金管理中心多方联动，成功办理按揭房屋带押过户。

在法院与公证处工作人员的共同调解下，宋先生和孙女士不

但就房产过户协商一致，还就订婚彩礼返还、同居期间财产

分割等事宜达成一揽子和解协议，顺利解决了后顾之忧，实

现了“只进一扇门，一站解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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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城阳法院应用“诉前调解+公证”解纷模式，通过邀请公证

参与诉讼服务、诉前调解，成立公证辅助审执事务协同中心，

在诉讼服务大厅设立公证服务窗口实现从场所到机制无缝

对接，为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提供了一条新途径，维权效率

更高、手续更简便、维权成本更低。通过该模式，在妥善化

解矛盾纠纷的同时，引领息诉止争、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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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争议评审+专家调解”推动建设工程领域纠纷多元化解

简要案情

2023年，青岛某工业公司与青岛某装饰公司签订装饰装

修合同，约定由装饰公司对工业公司的房屋进行装修。在合

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矛盾，装修陷入停滞，导致房屋未能

在预定时间内装修完毕，影响了房屋的正常使用。工业公司

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装修合同，返还超付部分的装修费。

调解过程及效果

双方对具体损失范围和数额各执一词，若启动司法鉴定

程序，无疑会增加诉讼成本，造成审理周期延长，不利于矛

盾及时化解。黄岛法院积极引导双方通过“争议评审”的方式

对装修费进行造价认定，经双方同意后，将案件委托青岛建

纬城乡建设调解中心进行争议评审，同时，邀请作出《评审

意见书》的专家参与案件的调解工作，不仅从法律角度对案

件事实及责任认定释法明理，而且对评审意见中的专业知识

向当事人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经过法官与专家的共同努力，

减少了双方的分歧，双方认识趋于一致，最终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并按期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聚焦建设工程领域矛盾纠纷合同履行时间长、环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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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业性强等特点，黄岛法院推进建设工程领域案件“评

调裁”一体化多元解纷工作新模式，通过特邀调解结合争议

评审和诉讼的优势，由专家参与案件的调解工作，出具评

审意见，高效化解建设工程领域的纠纷，促进企业和谐共

处，助推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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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

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诉前调解+即时履行”化解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

简要案情

上海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与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软件开发合同，科技公司委托上海物流公司就某演示库

项目开发软件，该软件经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但科技公司一

直未能按约支付软件开发费用，上海物流公司经多次催要

无果，诉至法院，要求支付所欠软件开发费。

调解过程及效果

即墨法院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委派调解，调解员受理

案件后，及时与当事人沟通，全面了解案件具体情况，双方

虽有调解意愿，但仍有许多分歧。调解员多次与双方公司沟

通协调，从法律规定、诉讼成本等多方面劝导双方换位思考、

综合考量，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科技公司将剩余软件开

发费一次性支付给上海物流公司，案件圆满解决。

典型意义

“诉前调解+即时履行”的解纷模式，使纠纷成功化解在诉

前，节省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节约了司法资源，避免案

件进入执行程序。即墨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

前面，以“握手即和”调解品牌为抓手，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实质化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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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八：

平度市人民法院

现场勘验调解妥善化解涉农纠纷

简要案情

于某某和兰某某租赁的土地相邻，看到樱桃西红柿广阔

的发展前景，两人都计划修建樱桃西红柿大棚。兰某某在建

棚时，私自挖走了于某某地里的大量土壤，用于修建自家的

大棚山墙，被挖的地面形成了一道深沟，导致于某某无法建

造大棚。双方因此事多次沟通无果后，于某某向平度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兰某某将土地恢复原状并赔偿经济损失。

调解过程及效果

考虑到此案涉及同村村民间的土地纠纷，为尽快恢复种

植生产，减少诉讼时间成本，平度法院派出法庭启动诉前调

解程序，并请特邀调解员参与纠纷化解。初次调解时，兰某

某有诚意恢复土地原状，但双方仍存在较大分歧。为推动纠

纷化解，承办法官、特邀调解员组织当事人进行实地勘验。

兰某某已建成的 6处大棚中，有 5处将相邻的于某某地块挖

出了形状不规则的土沟。兰某某虽已回填了土沟，但未压实，

地面亦不平整，对于某某的大棚修建造成影响。经过多次组

织当事人现场调解，对当事人讲明利害，在承办法官和特邀

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双方态度逐渐松动，最终放下芥蒂，

一致同意兰某某在期限内恢复土地平整，用推土机压实，并

赔偿于某某部分经济损失，本案最终调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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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近年来，平度市樱桃西红柿产业蓬勃发展，众多农户以

此发家致富。土地纠纷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面对同村村民

间的矛盾纠纷，法官、调解员以情感人、以德化人、以法服

人，矛盾纠纷得到圆满解决，不仅填平了地间的深沟，也消

除了两家的隔阂，解开了彼此心结，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统一，向人民群众传递了司法的温度，为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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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九：

莱西市人民法院

“以鉴促调”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简要案情

年节时分，莱西市望城街道某村的李某因祭祀烧纸，引

燃近旁枯草杂物，进而导致赵某经营的 1.5亩杨树林被火烧

毁。事后双方经村委、派出所多次调解未果，赵某诉至法院，

要求李某赔偿杨树苗损失 6000 元。为证明涉案损失的具体

数额，赵某立案的同时申请了司法鉴定。

调解过程及效果

莱西法院司法技术管理办公室收到鉴定材料后，发现赵

某申请赔偿的标的额并不大，而申请司法鉴定所需要的费用

却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依照当事人的申请移送鉴定，势必会

增加诉讼成本，加剧双方矛盾，于是邀请莱西市发展和改革

局价格认证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共同为双方调解。双方在厘

清利害关系及初步的市场价格后，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李

某当场赔偿赵某损失 5200元，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典型意义

莱西法院积极推进“诉前鉴定+诉前调解”深度融合，借助

第三方鉴定机构的力量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提升证据固定

和运用水平，优化当事人的调解预期，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

诉前、消解在萌芽，实现“以鉴促调”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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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一：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成立“金法 E站”助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

工作模式

为构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新格局，推动新时代“枫桥经

验”在金融领域实践发展，推进金融领域矛盾纠纷高效化解，

崂山法院积极探索金融领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模式。一是

强化联动解纷机制建设。构建多维服务新体系，与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青岛监管局、青岛金家岭金融聚集区管委会、

青岛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崂山公安分局、中国民生银行青岛

分行共同签订《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青岛样板联建共建协

议》，形成监管、法院、仲裁、公安、银行等金融纠纷“央地

协同”联动化解工作机制。二是科技赋能化解金融纠纷。成

立全省首家“金智谷”金融与互联网专业法庭，研发“金融案

件智审平台”，依托“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实行金融案件全

流程网上办理；对接“E 送达”平台，一键导出受送达人信息

及法律文书，经核验后即可推送至邮政系统，平均耗时不

足 2 分钟，相比传统线下送达时间缩短 80%以上；充分适

用电子督促程序，发出支付令，再次大大缩短办案周期。

三是打造一体化解纷平台。聚焦金融机构司法需求，在金融

机构前沿阵地设立兼具多元解纷、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等

功能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平台“金法 E 站”。调解人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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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解平台进行线上调解，法官现场出具并送达司法确认

书，展现了高效、便捷、智能的金融纠纷化解新模式。主

动对接辖区内 79 家基层治理单位，“点对点”对接 17 家调

解组织，通过设立“联动工作站”“巡回审判点”“特邀调解室”

等方式，为民商事纠纷快捷、高效、低成本化解提供更多

途径。

运行效果

根据金融纠纷批量化、类型化、数量多、跨时空等特点，

崂山法院率先探索“线上纠纷线上解决”办案模式，研发打造

“金融案件智审平台”，实现金融案件在线快捷、批量、智能

办理。成立全省首个金融与互联网专业法庭，实行金融案件

相对集中和专业化审判。“金法 E站”自成立以来提供法律咨

询 400余次，源头化解金融纠纷 200余件，处理不良债权 600

余万元，进一步推动金融纠纷高效化解。

典型意义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作为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核心区，落地金融机构和类金融企业超过 1200 家，占青岛

全市总量的 80%。崂山法院强化智慧法院建设，完善多元解

纷机制，设立“金法 E站”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室，坚持和

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聚力打造“诉前调解+司法确

认”“线下+线上”一站式金融纠纷解决模式，为金融法治营商

环境优化贡献“崂山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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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二：

胶州市人民法院

成立“品牌调解室”入驻“一站式”矛调中心

工作模式

为推进重点领域矛盾纠纷集约、高效化解，胶州法院集

中优势资源，打造“群众信得过、工作叫得响”的品牌调解工

作室，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入驻胶州市“一站式”

矛调中心，将多元解纷向社会“神经末梢”延伸。成立“法正•

宁和”调解工作室。聚焦涉民生物业等纠纷类型，创新性提出

“三、六、九”调解工作法，建立由法官、书记员、人民调解

员、公证员、律师等组成的矛盾联调队伍，通过老党员“传帮

带”、离退休干部兼职人民调解员、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参与调

解等方式，进一步拓宽“大调解”工作格局，切实解决群众关

切的各类民生问题。成立“法正•亲和”工作室。多途径引导纠

纷多元化解，通过仲裁与司法工作的良性互动，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和联络人机制，共享专家资源、案件资源，开展交流

互鉴，构建调解、仲裁、诉讼等优势互补、衔接顺畅、协同

高效的多元解纷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化解效率和质量“双提

升”。成立体育消费纠纷巡回审判工作室。为妥善化解体育消

费纠纷，解决消费者投诉多、维权难等现实问题，为人民群

众打造更加安心、更为和谐的体育消费环境，与相关职能部

门开展工作联动，共同成立体育消费纠纷巡回审判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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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维权程序，提高维权效率，降低维权成本，打通胶州市

体育市场消费维权的“最后一公里”。

运行效果

胶州法院充分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及山东省“一站式”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协同，实现受理、

流转、办理、反馈、评价的业务闭环，通过线上调解打破时

间、空间的限制，更好地促进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及

时达成和解，提高了调解效率、降低了调解成本，让群众反

映诉求更加便捷，避免了多头跑、重复跑，逐步实现“群众少

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高诉前纠纷分流率、化解率。2024

年以来，“法正•宁和”调解工作室已累计化解纠纷 894件，其

中物业纠纷 499件，有力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

典型意义

胶州法院充分运用市“一站式”矛调中心矛盾纠纷联调机

制，持续深耕多元解纷，优化“人民法院＋矛调中心”平台，

健全“诉前调解＋司法确认”“诉前调解＋赋强公证”等机制，

将“调”前端延伸，让“解”深入人心，不断拓展多元解纷“朋友

圈”，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矛盾纠纷止于未发、化

在诉前，切实实现解决纠纷只进“一扇门”，变矛盾“接收站”

为问题“终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