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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拱法

近日，杭州武林商圈“共享法庭”正式揭牌。

“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武林商圈作为杭州首屈一

指的千亿级零售“航母”，坐拥杭州大厦、武林银泰、国大城市

广场、嘉里中心等众多大牌商业综合体，汇集数千家商铺。

为切实提高涉商圈纠纷多元化解效能、“零距离”服务

保障武林商圈健康发展、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拱墅区

法院在武林商圈设立了“共享法庭”（即武林商圈“共享法

庭”）。

核心商圈“共享法庭”亮相

作为全国老牌知名商圈，武林商圈为拱墅区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突破千亿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产业快

速发展，武林商圈纠纷量逐渐增多。

为了更好护航商圈经济稳健发展，跨区域的武林商圈

“共享法庭”应运而生。

武林商圈“共享法庭”是专门为化解大商圈内商事纠

纷而新设的一家“共享法庭”。武林商圈“共享法庭”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通过“一根网线一块屏”，针对商圈内常见

的消费、买卖、租赁等纠纷开设“绿色通道”，实现涉商圈矛

盾纠纷类别化、专业化高效化解，打通便民惠企最后“一微

米”。

凝聚多元调解力量

武林商圈“共享法庭”在人员配备上，充分吸收法院、

司法局、公安等多方解纷力量。拱墅区法院选派相关专业

审判法官，提供类案指导与建议，以司法力量规范和保障

调解组织的合法有效运作，推动完善司法与调解的有序衔

接，使司法工作充分融入党委政府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大

体系中。

“武林大妈”是当地人民调解的“金字招牌”，“大妈”

们长期生活在这片区域，人头熟、地形熟、情况熟，且具备

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娴熟的调解技巧，如今也成了武林商

圈“共享法庭”的重要解纷力量，让涉商圈纠纷化解更有

人情味。

张女士在某美容店充值了28万余元，谁知没消费几

次，店就关门了。双方就退款金额发生分歧，在“武林大

妈”的调解和拱墅区法院对接法官的指导下，当事双方最

终达成调解协议，张女士顺利收回未消费款项20万元。

此外，面对商圈内经济纠纷多、突发纠纷多的特点，武

林商圈“共享法庭”还汇集了律所、商会、行业组织、街道社

区等多元调解力量，形成“多元调解在先、诉讼托底在后”

的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

打好解纷“组合拳”

武林商圈“共享法庭”深度融合“小脑+手脚”警网协

同运行机制，依托区街道政法联席工作会议机制，第一

时间发现纠纷、统筹处置，实现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

政调解、警民联调等多调联动，将更多纠纷化解在萌芽

状态。

同时，武林商圈“共享法庭”借力公安警务指挥平台，

推动商圈内非警情类商事纠纷的联合调处，并集成浙江解

纷码、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庭审直播、裁判文书公开等多种

在线平台，实现线上解纷、线上普法，为涉商圈纠纷化解提

供智慧支撑。

“千年运河，繁华武林。”拱墅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说，法

院将与部门、街道联合进一步推动武林商圈“共享法庭”实

质化运行，为数智赋能推进诉调对接、切实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刘伟

本报讯 “自己剥的虾，吃起来更香！”9月1日，杭州市

上城区澎雅小学的开学第一餐，特地安排了“健康幸福餐”和

劳动小技能“剥虾”考验，同学们都很开心。

开学第一餐，首先要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为此，上城区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现场对学校的食品安全、阳光厨房建设等

进行了检查。学校给学生们准备了“健康幸福餐”，每一样餐

食都有美好寓意：白灼虾（巧手侠）、胡萝卜山药排骨汤（明目

汤）、甜豆玉米（甜蜜豆）、苹果（平安果）。

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

程。开学第一餐也成为同学们的劳动第一课，学校特意安

排了低年龄段学生剥虾，培养孩子们的劳动技能。

“自己剥的虾，吃起来更香！”

本报记者 江南 通讯员 王诗婷

本报讯 施工现场就在家附近，饱受扬尘、噪音等影响，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铁岭花园的住户刘先生拿起手机，扫

了扫“滨安码”，点开“我要投诉”，发送了一段语音并上传图

片。不到5分钟，网格员就打电话给刘先生核实情况。确认

属实后，“滨安码”平台将该投诉信息经区基层智治系统流转

至住建部门。在住建部门的督促下，施工方立即进行了整改

处理。不到2天时间，工地就设置起了防噪声屏障，并对施

工车辆进行限速，最大程度减少噪音影响。9月1日一早，在

“评价”环节中，刘先生心满意足地点选了“满意”按键。

“现代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基层服务碎片化、各系统

平台无法共用、基层组织与公众联系紧密度不高等问题，

难以形成群防共治的良性局面。”杭州市滨江区基层智治

系统专班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如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米”，破解基层治理难题，高新区（滨江）给出了答案：将

社会基层治理的智慧“因子”融入社区治理，以“滨安码+网

格”模式，打造多跨协同工作场景。在前期试运行的基础

上，今年8月起，滨江区积极推广“滨安码”应用，助力社区

治理现代化。

据了解，“滨安码”包括三大模块：“我要投诉”可对滨江

区行政管理、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投

诉；“我要咨询”可咨询区内公共服务信息，系统会第一时间

发送到相应街道、部门进行处理；“我要建议”可对区内行政

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建言献策，让居民参与到城市建设和治理

当中。

根据“滨安码”快速响应机制规定，各街道各部门要做到

5分钟响应，紧急事项及时处置到位；一般事项24小时内办

结；非紧急事项3个工作日内办结，努力提高群众满意度。

值得一提的是，“滨安码”接入的区基层智治系统，通过

整合全区各类咨询求助、服务投诉等事件，可实现跨层级、跨

地域、跨领域、跨业务、跨部门的疑难事件办理处置。

外商拖欠货款三年
“老娘舅”妙手解难题

义乌政法融媒体中心 童佳骏 蒋剑锋

本报讯 日前，商户吴某青来到义乌市福

田街道矛调中心，反映货款被拖欠3年的情

况。工作人员受理后，先登记建档，然后根据

案件的性质等，将此纠纷流转至长春社区“调

解大联盟”负责调解。

吴某青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名经营户，

2019年9月，一外国客商来到他的摊位，订购

了价值12万余元的饰品，商定交完货后会付

款。但是，交完货后，吴某青催款未果。之后，

吴某青多次联系外国客商，都联系不上。

长春社区“调解大联盟”调解员朱跃泽了

解情况后，辗转联系上了外国客商及其在国内

的业务员小王，经积极沟通，最终促使当事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外国客商答应于9月25日

前支付6万元，剩余6万余元在10月25日前付

清，具体事宜由小王负责。

经过双方确认协议书后，由吴某青、小

王签字捺印，把协议书拍照发给外国客商

保存。至此，拖了3年的货款纠纷圆满调解

成功。

福田街道人口密集、外来人口较多、各类

经济主体和社会组织集中。针对经营类、邻

里关系、劳资纠纷、家庭矛盾、消费维权等矛

盾纠纷，福田街道主动会同其他部门，积极探

索社会善治新模式，先后成立下骆宅“调解大

联盟”、长春“调解大联盟”、荷叶塘“调解大联

盟”等，由矛调中心接收纠纷案件，根据具体

情况指挥调度，流转“调解大联盟”联动化

解。今年以来，仅长春社区“调解大联盟”已

调解成功矛盾纠纷100余起，涉及资金300

余万元。

杭州武林商圈迎来首家“共享法庭”

“我要投诉”2天后，他点了“满意”
“滨安码”智慧赋能社区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