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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钟法 临法

打开微信，点击小程序“临安法院微法

庭”，杭州临安区板桥镇上田村村党支部书

记潘曙龙熟练地找到“指导调解”的选项，

然后选择“离婚纠纷”，并填上“纠纷焦

点”。几乎同时，临安区法院立案庭（诉讼

服务中心）副庭长陈艳菊的手机上收到了

潘曙龙提交的信息，立即回复指导。

这是“上田微法庭”的工作日常，这个

24小时留言平台将诉讼服务触角延伸到最

基层，已成为法官和村干部联系最紧密的

渠道。去年8月，临安区法院在上田村建立

了杭州市首个村级“微法庭”。1年多来，

“上田微法庭”发挥出了大作用：2018年9

月至2019年8月，上田村的成讼案件下降

为15件，调撤率跃升至93.33%。目前，像

这样的“微法庭”在临安全区已设立77个。

记者从11月27日召开的杭州法院深

化诉源治理暨微法庭推进现场会上获悉，

“微法庭”将在杭州由“盆景”变为“风景”，

年底前杭州全市将建成300家“微法庭”，

明年上半年达到1000家。

初冬时分，穿越五彩缤纷的山，记者来

到了距离临安城区40分钟车程的上田

村。“微法庭”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上田村委

办公室。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浙

江移动微法院”、浙江ODR和网上立案平

台等“办案神器”都驻进了村里。

“我们临安山区多，农村老人、务农的

人多，文化水平不高，这些智能平台对他们

来说，使用起来还是有难度，好在‘微法庭’

就是代办点，方便多了。”潘曙龙笑着说自

己算是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党

支部书记的他，另一个身份是“上田微法

庭”的法治带头人。

开头提到的离婚案件，小潘和妻子小

赵性格不合经常吵架，2014年小赵就带着

孩子回了娘家。长期分居，感情也难以为

继，小赵觉得婚姻也应该到此为止了，但孩

子的抚养费和探视问题，两人怎么都说不

拢。由于小潘是上田村人，临安区法院将

案件引导到“上田微法庭”。“我不想见

他，一见就来气！”小赵一口拒绝了潘曙龙

提出的“面对面调解”的建议。潘曙龙通过

平台向法院反馈了情况，法院随后安排小

赵来到法院的视频调解室，而小潘则来到

“上田微法庭”。坐在“上田微法庭”的电脑

前，潘曙龙戴上耳机，连上视频，与小赵、小

潘、小赵的父母在浙江ODR平台来了一场

“背对背”调解。他还给法官发去了邀请

码，让法官一起参与指导调解。小赵和小

潘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两人在线签字后，

法院确认离婚。

“作为村书记，很多纠纷我是有责任冲

在第一线去化解的，但是‘老娘舅’也不能

和稀泥，碰到一些法律专业问题，还得讲

法、讲理。”在潘曙龙看来，“微法庭”在村与

法院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

为了让联络更加高效，临安区法院与

每个“微法庭”建立了“总对点”联络对接，

建立了两个“24小时”原则，即24小时留

言提出需求，法院收到后必须在24小时内

予以答复。“有些案子，我们村干部去调解，

就怕一碗水端不平，法庭及时介入指导就

公正中立多了。”潘曙龙深有感触地说。

“通过‘微法庭’，法院负责指导人民调

解，提升基层调解水平和化解纠纷能力，让

群众相信镇村的调解员，愿意让他们来调

解，实现‘纠纷从哪里来，调解回哪里去’的

效果。”杭州市中级法院院长斯金锦说。当

前，西湖、江干、富阳、下城、拱墅、淳安等县

市区自发将“微法庭”先进经验推广到辖区

各乡镇街道，截至11月28日，杭州全市已

设立160余家“微法庭”。下一步，“微法

庭”要达到“覆盖乡村、遍布社区”的总目

标，发挥杭州法院在系统治理、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

纠纷从哪里来，调解回哪里去
杭州“微法庭”从“盆景”变“风景”

本报记者 王春苗 范淑婷
通讯员 邵亚兵

本报讯 走到台上，母亲张开双

臂紧紧抱住阿栋（化名），双眼早已哭

红，可泪水还是像断了线的珠子不住

地往下掉，而站在一旁的父亲，往阿

栋肩上连着捶了三拳……这是省十

里丰监狱 HIV 监区近日举办的为

“艾”回家修心教育艺术展演上，让

人唏嘘的一幕。为鼓励这些罪犯安

心改造、热爱生命，监区在第 32个

“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邀请社

会爱心人士及罪犯家属进监帮教，同

时展示大墙里这群特殊人员的改造

成果。

从舞蹈到快板、从情景剧表演到

乐队自弹自唱，这群有“艾”的罪犯用

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过往的忏悔和

对生命的渴望。

曾经，面对着刑期可能比生命还

长的现实，他们很多人的内心都处在

崩溃的边缘。十里丰监狱的民警们

没有放弃他们，从疏导、教育、治疗等

方面入手，不抛弃、不放弃，对他们进

行依法严格管理的同时给予春风化

雨般的关心。为丰富改造载体，民警

们还指导他们成立“十一指”乐队、书

画兴趣小组、花卉兴趣班、篮球队等

文体组织，让这些特殊的罪犯树立改

造的信心。

“今天看到阿栋弹着吉他，唱着

他自己创作的歌曲，我真的感谢监狱

里的民警，让我又看到了曾经那个懂

事的儿子。”阿栋的母亲哽咽着说。

“作为民警，我们由衷地希望有

‘艾’罪犯从迷茫中觉醒、从沉沦中奋

起，明理诚信、感恩自律、担责守法，

做到‘感染到我为止’，积极改造、重

塑人生。”省十里丰监狱九监区教导

员袁春华说。

本报记者 郑嘉男 通讯员 周继祥

本报讯 11 月 29 日，“海上枫

桥 智慧治理”舟山论坛隆重举行，

来自省内外政法单位和信息科技企

业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充

分发挥新型技术在新时代社会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

等新型技术应用概念的不断涌现，强

化科技支撑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

内容，也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

必然之举。近年来，舟山市积极适

应新形势新要求，以“雪亮工程”建

设为驱动，以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

为抓手，将“海上枫桥”与“雪亮工

程”有机衔接，全力推进社会治理智

能化水平。

舟山的“智治”发展只是全省乃

至全国社会治理发展的一个缩影。

“智能分流带来的精准分析，不但能

降低社会治理中心的成本和工作人

员的负担，更能为提高事件的解决率

和满意率打下基础。”论坛上，专家以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信息系统

为例，讲述了科技支撑市域社会治理

的发展路径。

专家学者们还结合自身实践或

研究成果，围绕基层治理品牌打造、

“微智理”思考、“智慧治理”研究等

内容，多维度多角度地展开讨论。

大家认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未来

趋向是走向以人为中心的“智理”新

时代，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科技

支撑，弥补社会治理制度化渠道的

短板，形成社会治理能化的实践闭

环；同时，未来也将是整个数据化社

会的治理，不局限于数据的上报，要

利用、挖掘、分拣数据，运用智慧技

术服务社会，解决处理中间环节问

题，甚至提前预知风险或可能发生的

事件。

检察建议公开宣告：
这些储油罐太危险！

通讯员 严靓

本报讯 近日，江山市举行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公开宣告会，江山市检察院对企业自备储油罐负有

监管职责的6家行政部门，公开宣告送达行政公益

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江山市有工矿企业未经

过相关行政监管部门联合审定，擅自建设企业自用

柴油储油及加油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检察院从9

月开始，启动对相关企业自备储油罐情况的调查，

通过实地走访和电话问卷调查，发现该市部分物

流、矿业等用油需求较大的行业，所建的储油罐均

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报相应监管部门审定，且未经

验收即投入使用。

调查中，检察院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储油罐罐

体直接暴露在外，无任何遮挡物，锈蚀严重；管理松

散，无专人看管，现场未悬挂禁止吸烟、禁止明火等

安全警示标志；储油罐附近有大量杂草，距离员工

宿舍近，无防雷避雷措施，存在较大的火灾或安全

事故隐患。

据此，江山市检察院依法向负有监管职责的6

家相关行政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其对辖区内企业自建储油罐、加油设施的情况

进行全面排查，齐抓共管，形成长效监管机制。

江山市政府对此次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公开宣

告活动高度重视，要求相关行政部门切实履职、迅

速行动，对全市企业自备储油罐等开展专项整治。

轻微违法行为
最快可当场办结

见习记者 方正义

本报讯 近日，三门县市场监管局办案人员确

认一家餐饮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后，当场送达了处

罚告知书。据悉，此前该局出台了《轻微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速裁机制手册》，助力轻微违法行为

快速办结。

轻微违法行为行政处罚速裁机制，是指对案情

简单、事实清楚、现场调查所获证据能够证明违法

事实且证据确凿、情节相对轻微的案件，当场实施

处罚或当场送达处罚告知书。

“为了提高办案效率，我们编制出台了共有83

项适用情形的事项清单。”该局法规科科长包从省

介绍，速裁机制推行后，一般案件结案时间从90日

压缩至5个工作日，最快可当场办结。截至目前，该

局已成功办理5起速裁案件，罚没款1500元。

“海上枫桥 智慧治理”舟山论坛举行
聚焦社会治理新模式

母亲紧紧抱着他 父亲捶了他三拳
省十里丰监狱HIV监区举办“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