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2024.4.23 星期二 ❘ 首席编辑：罗丹琳 ❘ 版式设计：唐昉婷20242024..44..2323 星期二星期二 ❘❘ 首席编辑首席编辑：：罗丹琳罗丹琳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平安平安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徐超

本报讯“毕业后我想留在宁波工

作，会考虑把户口迁过来。”近日，“奔

甬而来”2024宁波人才日青年人才专

场洽谈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

工程学院内举办，应届毕业生小黄在

宁波公安户籍政策咨询台前驻足，详

细了解相关落户政策。

据了解，今年以来，宁波公安积极

梳理优化落户政策，适时推出各项落

户便利举措，不断畅通人才落户渠道，

同时，组织全市各地公安机关走出窗

口，走进各个招聘会、洽谈会，把人才

落户政策送到高校学生手中，为更好

地服务各类人才落户宁波、服务保障

人才强市战略贡献公安力量。

“人才政策专业性强，我们对落户

政策进行了再梳理再优化，尤其是对

政策放宽前后的人才落户条件比对进

行重点解读，方便人才一目了然。”宁

波公安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同时，主动

对接人社部门，简化人才落户申报材

料，全市只需到公安一个窗口就可办

理落户。同时，在各地人才市场设立

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方便人才办理

落户，目前全市已有人才服务机构集

体户34个，落户各类人才10662人；推

行户籍业务“跨市通办”“长三角区域

跨省户口迁移一站式办理”“全国范围

跨省通办”等跨地域通办举措，实行上

门服务、集中受理、开通“绿色通道”、

一对一帮扶等服务举措，便利引进人

才落户就近办；积极参与各地人才管

理部门、人才市场、高校就业指导与服

务中心等组织的各类人才招聘会，设

立公安服务展台，开展人才落户政策

宣传、业务咨询等，向有意向落户宁波

的毕业生、各类人才仔细讲解宁波市

人才类落户政策，并根据个人情况精

准解答落户问题，江北公安分局还直

接在宁波大学设立了户籍业务延伸办

理点，为师生现场办理各类户籍业务。

通讯员 张晨岑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早城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交通法规在心中

交通安全在手中”知识宣讲活动。辖区内流动党

员、退役军人、民兵骨干、企退人员等60余人参加

了此次活动。

活动通过讲解交通事故真实案例、播放交通

事故警示片、发放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折页等多种

方式，让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遵守交通法律法

规的重要性。

通讯员 钱元斌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创景社

区“景景有调”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了一起劳动欠

薪纠纷。

当事人徐某从公司离职后，公司拖欠其4个

月工资一直未发放。社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

介入。经“景景有调”调解工作室线上线下多次沟

通后，最终当事双方就工资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

达成一致意见。

创景社区“景景有调”调解工作室成立于

2023年6月，由社区干部、专业律师及热心志愿

者组成。为确保调解规范高效，调解工作室成员

联合制定了《景景有调·调解工作方案》，对目标理

念、工作机制、业务保障等内容进行了明确，建立

了“三个等级”“四类办理”“四项措施”等机制制

度。并形成了“首问受理、协同服务、分类调解、高

效解决”的调解流程。截至目前，“景景有调”调解

工作室已调解各类大小纠纷350余起，切实将矛

盾纠纷吸附在社区、解决在基层。

通讯员 汪宝成 陆吉

本报讯 近日，嘉兴市民营经济增值服务改革

案例评选路演活动在市行政中心举行。最终，10

个最佳实践案例、10个优秀实践案例新鲜“出

炉”。其中，由嘉兴市司法局和桐乡市联合选送的

“全国首创‘数字普法人’增值服务新模式”项目以

总分第一的成绩获评最佳实践案例。

2023年，为主动融入服务保障三个“一号工

程”、持续优化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嘉兴市聚焦

企业法律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专业法律服务进企

难、企业合规指导难等堵点问题，将人工智能AI

大模型充分运用于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按照人

人都是学法者、人人都是普法者、人人都是传播

者，“众创共享”的工作理念，以问题为导向，通过

人机互联互动，将企业急需理解的法律法条转换

为通俗易懂的普法视频“产品”，打造“企小普”

2D/3D真人形象进行答疑，实现“24小时智能普

法”。在全国率先创新“数字普法人”增值服务新

模式，通过智能捕捉企业普法需求，智能生成相应

普法产品，为企业提供普法宣传、企业合规智能化

指引、数字律师全能型服务、数据要素价值化挖掘

等增值服务，构建“需求感知—智能分析—供给服

务”的工作闭环，法治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法人”获评
最佳实践案例榜首

交通安全入脑入心

“景景有调”工作室
化解矛盾“有一手”

以“共享法庭”为新引擎，古村落华丽“变身”

宁波公安：把人才落户政策送到高校学生手中

通讯员 葛佳人

一片片稻田金黄灿烂、
一座座农舍古朴典雅、一块
块“放翁有补”宋韵氤氲……
这里是绍兴皋埠坝头山村
——宋朝著名诗人陆游的后
代们生活的地方。这个有着
深厚文化底蕴的村落，如今
正以“共享法庭”为新引擎，
经历着一场华丽“变身”。

“这块地方以前污水横
流、臭气熏天，现在已经是游
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
了。”坝头山村书记徐祖良指
了指坝头山村党群服务中心
前面的宋韵文化生态基地。

2023年以来，绍兴市越
城区法院皋埠法庭以“赢聚
力”特色党建品牌创建为抓
手，以“共享法庭”为平台，及
时分析研判征地拆迁、环境
资源等涉诉态势，及时向村
委发送法庭工作简报、立案
预警、风险提示等。截至目
前，法庭依托拆迁指挥部流
动“共享法庭”助力5个行政
村开展征地拆迁工作，村民
拆迁签约率达100%，确保
产业项目顺利落地，为乡村
公共空间治理和环境增“颜”
提“质”。

“村民的环保意识、法治
意识提升后，除了积极配合
拆迁工作，原本自己圈起来
的一些小地盘也都愿意让出
来，把公共空间留出来，把闲
置地改造好。”庭长陈琴琴
说。这个曾经“脏乱差”的村
庄已成为浙江省AAA级景
区村庄和美丽乡村特色精品
村。如今，风吹稻花、粉墙黛
瓦、摇船卖草这些美丽的乡
愁记忆，在这片土地上复苏，
让人仿佛置身于美丽画卷之
中。

乡村治理不仅要“颜值”高，还要

收入高。如何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

来，联邵村“共享法庭”给出了答案。

2023年3月，皋埠法庭收到了一个

立案申请：联邵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起诉

魏某，要求解除双方土地承包经营合

同。原来，合作社几年前与魏某签订农

村虾塘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将53余亩

虾塘发包给魏某并约定了每年承包费，

期限为5年。但一年后，魏某未能支付

下一年度承包费。多次催要无果后，合

作社提起诉讼。

联邵村所在的沥海街道拥有当地较

大的鱼虾养殖基地，鱼塘、虾塘出租情

形非常普遍，但合作社却一直存在着收

租难的问题。皋埠法庭副庭长严烨青现

场踏勘虾塘养殖现状，了解得知，因受

联邵村绿化工程影响，虾塘实际一整年

时间未开展养殖，导致养殖户资金缺

乏，未能按期交纳租金。

“鱼塘虾塘是联邵村村民致富的主

要来源。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好。”严烨

青多次牵头组织调解，对合同进行规范

性审查，并对逾期支付承包款的法律后

果等问题进行专题分析。最终，在“共

享法庭”，当事双方签字和解，虾塘承

包经营合同继续履行，魏某分期支付租

金，受工程影响未开展养殖部分损失向

街道申请赔偿。联邵村大批承包户见

此，纷纷从“跟风不交”到“我也去

交”，所欠租金全部补缴，土地生产活

力被重新激发。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不仅

仅是一句口号，在联邵村，法官们摈弃

了以往“开门收案、坐堂办案、关门干

活”的“高冷”做法，走出法庭，通过

“直插现场、直视情况、直面当事人”

的“主动热络”，依托“共享法庭”就

地“消化”案件。

目前，皋埠法庭辖区已累计建成村

社“共享法庭”60家、集成电路产业园

服务站等特设“共享法庭”3家，实现

了辖区村社“共享法庭”100%全覆

盖，并打造15分钟法律服务圈。

除了“颜值”和收入，村民的“素

养”也得高！为此，皋埠法庭主动将

“共享法庭”融入乡村地域特色文化氛

围中，在潜移默化中引导村民的行为模

式和解纷选择，最大限度修复当事人关

系。同时，法庭不断更新“一步到庭”

工作理念，依托“一站式”诉讼服务、

“数字化”共享法庭和“一体化”审判

团队，通过法官“乡间走一走、凳子坐

一坐、家常聊一聊”，用最接地气的方

式让诉讼服务触角延伸到每个老百姓心

中，打通乡风文明的“最后一公里”。

2023年12月初，茅洋村年近七旬

的邵姓老人在村治保主任的陪同下来到

皋埠法庭提交诉状，起诉其住在上海的

女儿邵某，要求女儿归还养老保险金及

大额存单，并要求女儿尽赡养义务。作

为调解员的退休老法官蒋震锋第一时间

上门了解情况。大半天的促膝谈心后，

蒋震锋了解到，老人年事已高，希望在

自己村里颐养天年，但女儿因在上海工

作，希望老人可以去上海或在村养老院

生活。蒋震锋第一时间联合村委、街道

司法所等部门在“共享法庭”对案件开

展调解。

“女儿其实是想要尽孝道的，我跟

她说其实‘孝顺’既要尽‘孝道’，也

要‘顺着’父母的心意。她听进去

了。”后来双方在考虑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达成了调解：女儿邵某每月支付一

定数额的赡养费，用于老人在村里的生

活开销和医疗费用，老人撤回起诉。

赡养问题是乡村典型的家事纠纷，

这类矛盾虽是“小案件”，处置好了却

可以发挥大效应。“共享法庭”以线上

释法、线下指导等方式及时介入矛盾纠

纷，联动调解中心分流化解分家析产、

赡养抚养等纠纷案件，在调解过程中让

村民身边的事成为普法的活教材，引导

村民从内心树立尊老爱幼、诚信友善、

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推动建设良好家

风、朴实乡风。

“颜值”高，还要收入高“颜值”高，还要收入高

法治素养也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