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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作为
司法护航“防疫战”

2月6日，杭州市中院首篇法律问

答《疫情防控涉及你我他，你关心的民

商事法律问题都在这里了！》通过官方

微信发布，23个问答涵盖了合同履行、

劳动报酬、预定消费等与生活相关的

方方面面。网友纷纷留言，大赞“实

用、接地气”“非常及时并且到位”。

2月7日，刑事篇《请注意，疫情防

控期间，这些违法行为会触犯刑律！》

出炉，市中院全面梳理了与疫情防控

紧密相关的严重违法行为及可能触犯

的罪名，教育公众预防犯罪，尽快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歼灭战。文章发布后，

阅读量冲上10万+。

疫情防控越是吃紧的时候，公平

正义越容不得片刻停息。抗疫期间，

杭州中院精心梳理并向社会发布了9

篇问答式法律指引，内容涉及诉讼服

务、民商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

执行及复工复产、房屋租赁等，切实回

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群众对生命

健康和社会秩序的深刻关切。

因为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春

天”让人格外翘首以盼。2月10日，杭

州发布帮助企业复工复产12条政策，

振奋人心。13日，市中院制定出台《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司法保

障工作实施意见》，明确杭州两级法院

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处理因

疫情引发的各类纠纷，努力降低疫情对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帮助企

业减负担、渡难关。

2月 25至 26日，市中院党组书

记、院长斯金锦率调研组赴杭州市经

信局、市工商联（市总商会）走访调

研。斯金锦一行听取了企业主管部

门、非公有制企业和经济人士人民团

体收集的关于企业复工复产的问题及

建议，并推动建立服务保障企业发展

协作机制，实现常态化联络和信息共

享，及时对企业生产发展中遇到的涉

法问题进行对接。

企业、群众还有什么切实的需

求？法院政法干警还能做些什么？为

此，市中院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基层联

系点分工，联合各基层法院通过实地

走访、在线调查、情况报送等多种渠

道，及时联络走访全市各发改经信部

门，听取他们对辖区企业复工复产的

司法需求和建议，并介绍杭州法院依

法服务保障企业的相关举措。走访期

间，市中院专门将9篇法律问答汇编

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相关法律

问题解答》，1万多份宣传册陆续发放

到企业手中，为企业排忧解难。

特事特办
助力复工复产

疫情期间，杭州法院特事特办，灵

活变更保全措施，为抗疫企业解了资

金紧缺的燃眉之急，助力抗疫企业尽

快投入生产。

一家生产一次性塑料餐盒的企

业，疫情暴发后被确定为浙江省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对企业来说，这是

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此前企

业因资金困境涉诉，一旦被保全查封

情况必定雪上加霜。为此，萧山区法

院及时灵活变更保全方式，既帮扶企

业及时复工复产，又充分保障了原告

的合法诉讼权益。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努力把损失

降至最低，修复利益“失衡”，稳定社会

秩序，是当前发挥执行服务职能的首

要任务。

杭州某健身俱乐部是一家连锁经

营公司，有会员3万多名。2019年10

月，健身俱乐部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被余杭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诉至余杭区

法院，经调解，健身俱乐部分期支付租

金等费用约350万元。1月，因健身俱

乐部未按期支付当期租金，该房地产

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恰逢疫情暴发，

健身俱乐部停业，没有任何营业收

入。该房地产公司要求解除租赁合

同，收回租赁场地，健身俱乐部复工复

产遇到重大障碍。

法官了解相关背景后，第一时间

组织双方协商，从被执行人履行主动

性和疫情不可抗力出发分析，从维护

社会稳定、承担社会责任、共克时艰等

方面讲道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执行

和解，房地产公司同意延期付款，继续

提供租赁场地。目前，该健身俱乐部

已恢复营业，房地产公司的租金利益、

会员权益有了保障。该案入选最高院

关于全国法院复工复产典型案例。

杭州法院坚持“两手都要硬、两战

都要赢”，综合考虑被执行人既往履行

记录和履行意愿，平衡双方当事人权

益，兼顾相关主体合法利益，实现多方

共赢，为依法防控疫情、保障社会安

定、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

服务。

防控办案“两不误”
司法服务不掉线

企业欠着40多万元的工资，虽然经

过法院调解已经拿到了首笔工资，但尾

款还没有结清，尤其是疫情发生后，临安

的77位村民愈加为剩余欠薪而担忧。2

月3日，村民们向临安区法院板桥微法

庭求助。通过“24小时联络平台”，77位

村民完成了线上司法确认申请，法官第

一时间立案并线上审查确认。

疫情期间，微法庭爆发出了大能

量。早在2019年11月，杭州法院就

开始部署微法庭工作——在村落、社

区覆盖微型法庭工作室，“不增编、不

建房，一根网线一块屏”，就把法庭设

到人民群众家门口，将司法服务延伸

到“神经末梢”。目前，杭州已经建立

1900余家微法庭，实现村、社区、行业

协会全覆盖。

网上立案24小时“不打烊”、开庭

案件线上审理、针对企业复工复产期

间可能遇到涉法涉诉问题开通法律服

务在线咨询……就算是疫情防控最吃

紧的时候，杭州法院通过互联网司法

坚持把诉讼服务送到最一线。

在家开庭、在办公室开庭的审判

模式，在疫情防控期间是杭州互联网

法院法官的工作常态。作为互联网司

法的先行者，杭州互联网法院充分发

挥全流程在线审判模式的优势，所有

的诉讼流程都在一个“平台”里解决，

诉讼平台用网线架起了电子证据和在

线审判之间的桥梁。

司法不能因疫情而停摆。从2月3

日起，杭州两级法院坚持疫情防控、执法

办案“两手抓”，努力做到“两不误”；实施

在岗办公和居家办公相结合模式，利用

各类在线诉讼平台开展审判执行工作。

2月3日至14日，杭州两级法院

共在线处理各类诉讼、执行事务8140

余件次；接处 12368 司法服务热线

3953通；在线调解3400余件、在线开

庭300余件，结案1830余件；办结执

行案件130余件，标的达1.31余亿元。

杭州互联网法院法官在家在线开庭

杭州市中院编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相关法律问题解答》宣传册1万册，通

过“走亲连心三服务”活动发放给企业和

基层

2月25日、26日，斯金锦院长率调研组走

访市经信局、市工商联（市总商会）

杭州中院：

亮出实招硬招，交出“司法答卷”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钟法

他们是坐堂审案的法官，疫情防控期间则成了社区卡口的志愿者、口罩厂的“临时工”、提供各项保障的

“服务员”；在大力号召疫情期间不外出的情况下，他们足不出户，却通过互联网司法坚持把诉讼服务送到老

百姓最需要的一线；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刻，他们第一时间总结梳理9篇问答式法律指引，为防控工作提

供有力的法治力量。

全民战“疫”的紧要关头，人民法院面临的是一张前所未有的时代考卷。怎么答？杭州法院坚持疫情防

控和执法办案两手抓，着力为复工复产、稳企业、保民生等工作提出针对性的实招硬招，帮助企业纾难解困、

恢复生产，服务保障经济稳定增长，杭州法院用实际行动书写出一份“硬核”的司法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