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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继划 宋和霖

变更护照证件、申领港澳通行证、处

理证件过期……今年3月，温州市公安局

推出“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涵盖市县两

级公安机关超过200个小项的业务。

半年时间过去了，温州警方的承诺兑

现了多少？现在到派出所办事真的方便

了吗？群众是否满意？带着这些问题，近

日，记者走进派出所实地体验。

时间：8月23日上午8点半
地点：海滨派出所

在派出所的办事大厅，起初的一个多

小时里，记者没有遇到一位前来办事的群

众，只有大厅里的工作电话铃声不停响

起。要知道，过去，一大早就会有来办事

的群众在这里等候，大厅里经常是人来人

往、门庭若市。

“我们前期对‘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

了广泛宣传，通过主动联系等方式告知群

众，我们会尽量提供最便捷的方式，让大

家最好‘一次也不用跑’就能把事办成。

比如有很多事项，都可以通过网络申办。

所以现在大多数群众都选择到网上办

事。”大厅值班民警小王说，就算是需要来

大厅现场办理，市民也可以先通过电话或

微信等方式，咨询流程和所需材料，到时

候“跑一次”就行了。

上午10点多，大厅里才走进了第一

位前来办事的群众，56岁的周先生，他是

来取父亲的死亡证明的。周先生说，前

一天下午，他通过电话咨询了办理证明

的网上流程，在值班民警的电话“遥控”

下，他通过手机在“温州微警”微信小程

序完成了相关申请手续。“今天一早我就

在手机上收到了通知，证明开好了。”周

先生说，自己是急着要用这份证明，所以

才特意开车过来取件，否则派出所会用

快递把证明投寄过去，他甚至连家门都

不用出就能收到。“现在是真方便了。”他

竖起大拇指。

随后，像周先生这样来派出所取件的

群众才陆续多了起来，但他们在所里待的

时间都不会超过10分钟，以往窗口排队办

事的场景已然成了过去式。

时间：8月23日下午3点半
地点：蒲州派出所

记者走进蒲州派出所，正好碰上到所

里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市民王女士。

一说起这次办理手续的经历，王女士

一连说了三个“快”。在当地一所中学当

语文老师的她在8月初将房子买在了龙

湾，所以打算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

续。因为之前听说过“最多跑一次”改革，

于是她也通过“温州微警”，在23号上午

11点多递交了申请。让她意外的是，下午

2点，她就接到了派出所户政基础大队民

警打来的电话，说手续已经办好了，新户

口簿可以自取，也可以通过邮寄方式领

取。她选择了自取。

王女士说，以前大家一说到办理户

口迁移都很头疼，因为手续繁杂，需要的

材料也比较多。而现在通过民警耐心细

致的远程指导，动动手在家就可以完成

办理了。“而且我没想到这么快，这才2个

多小时就能拿户口簿了。”她满意地说。

和海滨派出所一样，记者在蒲州派出

所待了近3个小时，没有见到太多前来办

事的群众。与之相对的，在工作人员的电

脑上，记者则看到了不时有群众通过网上

平台发来各种办事申请，这些申请都在第

一时间得到了受理或答复。值得一提的

是，绝大部分市民在如何收取证件的选项

中都申请了快递收件方式，“最多跑一次”

华丽地转变成“一次也不用跑”。

记者从温州市公安局了解到，“最多跑

一次”改革启动以来，温州警方紧密把握

“大数据”和“云服务”的“互联网+”时代属

性，向科技借力，推出了“百万申请网上办”

服务平台，实现出生登记、市内户口迁移等

7项户籍业务和8项证明业务网上在线办

理，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腿，让服务更精

准，让群众真受益”。随着改革的不断推

进，今后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派出所，从

“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将成为常态。

“小候鸟”直播间学法

8月23日晚，玉环，10多名“小候鸟”来到当地电台直播间，与节目值班律师面对面互动交流，补好开学回家前的一堂法治课。

詹智 摄

（上接1版）

有这样一起案例：杭州某公司因货

款被拖欠，想起诉买方，但由于双方没

有签订合同，只是每个季度通过电子邮

件对账一次，买方员工在对账单上确认

当期发货数量、欠款金额以及付款时

间，杭州某公司不知道这官司胜诉的机

会大不大。

公司通过“在线评估”发出了一次

评估申请。平台查找出杭州中院、深圳

中院等法院26件类似案件，经过匹配，

确立了6条与本案相关且有效的裁判

规则。结果是：法院、法官们的判决基

本一致，认定对账单可以作为证明双方

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一方当事人

若否认，则必须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

中立评估结论显示，该公司胜诉的可能

性较大。

“案件标的120万元，法院受理费

约15600元，若聘请律师，费用约3-5

万元。”评估报告还建议，公司可以先

保全查封对方已知财产，再通过和解

或第三人调解方式尽快要回货款本金

及利息。

“一般一个案件在宣判前，法官是

不能提供任何法律意见的，但通过第三

方平台的评估，当事人就可以对案子有

一个预判。”陈辽敏说，平台打通了最高

院的裁判文书网等8大平台，将浩如烟

海的法律条文、几十万个经典案例汇聚

在一起，自动提取法律要素和裁判路

径，并在24小时内生成一份在线分析

报告。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被扣押金不还？
十几分钟轻松搞定

杭州的王先生在今年5月，曾被某

款共享单车APP多扣了一百多块钱的

押金。平台的“在线调解”用了十几分

钟就为他拿回了这笔钱。

西湖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的杨丽介

绍，当事人如果选择在线调解，形成调

解协议后，可以在线申请法院进行司法

确认；如果调解不成，还可以选择在线

仲裁或者在线诉讼。这些功能相互对

接，大大提高了庭审效率。目前，平台

已经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名

调解员。当事人坐在家里，点点鼠标，

就能轻松实现跨域在线调解。

“‘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的

意义，不仅仅是将线下的纠纷解决模式

搬到线上，而是基于漏斗模型设计，从

法律咨询、案件评估，向在线调解、在线

仲裁、在线诉讼层层递进，使诉讼纠纷

通过‘在线漏斗’不断被过滤和分流，从

而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减轻法院

案多人少的压力。”陈辽敏说。

从今年3月上线以来，“在线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已对接3家仲裁机

构和19家法院，人工咨询人数共981

人，申请调解1695件。

温州警方“最多跑一次”承诺兑现了吗？记者亲身体验——

派出所办事大厅门可罗雀 排队已成过去式

这个监督团专盯平安建设
每月设“最佳线索奖”

本报记者 虞华盛
通讯员 杨东 周方静

本报讯 为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平安

创建的积极性，8月24日，由温州市委平安办主

办的平安温州市民监督团成立，这在全国地级

市层面尚属首例。

温在钟是温州市网络公益联合会副会长，

如今他又多了一个身份——平安温州市民监督

团副团长。“我们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平安监督

员，都有共同的特点：热爱温州，热心温州的平

安创建工作。”

记者了解到，在工作职责上，平安监督员将

积极参与各级平安办组织的集中监督活动；参

与温州市“护平安 树标杆”专项巡查和其他各

级各类督查暗访，平时还要对已被发现的隐患

点的整改和巩固情况进行监督等。

值得一提的是，监督团还制定了每月“最佳

线索奖”的奖励办法，平安监督员提交的价值较

大的线索，经审核后交有关属地和部门整改后，

监督员可获得相应奖励，以此来激励广大平安

监督员积极参与监督活动。

成立仪式结束后，市委平安办还对部分平

安监督员代表进行了业务培训，并立即组织五

路监督组共75名平安监督员，赴鹿城、龙湾、瓯

海、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等地开展了首次集中监

督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