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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法院，没有你们，我们这个事情

就很难解决了，这既维护了我们的合法权

益，也给了我们很大信心。”原告和被告企业

都向莲都法院表示了感谢。两科技企业因

对合同履行有争议，迟迟无法推进项目进

展。根据相关行业特点，法官多次实地勘

察，组织当事人当面沟通协商，并就付款、验

收等环节靠前一并组织调解，最终拟定调解

方案，避免次生纠纷发生，促成两科技企业

重建信任。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莲都法院聚焦

“让人才有感、让科技受益”目标，主动把依

法保护劳动者、人才和企业落到实处。

“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

核心竞争力本质上就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培

育。”南城法庭庭长徐晨璐说。当前，企业与

高层次人才、技术员工间的劳动争议等矛盾

纠纷较多发，企业、劳动者对司法服务保障

的需求都很高。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因

经营不善，无力及时支付员工工资，该企业

的劳动报酬纠纷系列案涌入法院，法庭引导

劳动者通过人才科技保障中心共享法庭处

理案件，由法官指导调解员对劳动关系事实

与欠薪金额进行核实，确认双方意愿，通过

指导前置，涉28名员工的系列纠纷“一揽

子”化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企业要求劳动

者“先签离职表后领工资”等不规范签署劳

动合同问题，法庭联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劳

动监察等部门上门走访约谈，做出风险提

示，避免衍生矛盾发生。

以产聚才效应凸显，重点项目纷纷落

户，产业升级蹄疾步稳，处处迸发勃勃生机，

“如何用更贴心、更专业的服务为人才和企

业发展双护航寻求‘最优解’，是法院以司法

之力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黄玉香说。

在南城人才科技保障中心，一场劳动者和企

业的对话正在进行中，莲都法院立足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推动双方

进行理性对话和沟通，选择更优方式解决矛

盾，指引双方顺畅化解纠纷。一起涉案金额

达百万元的人才与企业劳动报酬纠纷中，法

院研判后积极与辖区党委协作，帮助涉诉人

才办理相关补贴，案件顺利调解，既避免科

技企业陷于经济困境，也让人才感受到司法

关怀，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今年4月，南城法庭助企团队前往乡镇

集市，为商户开展专题性普法。“现在有很多

的末端销售者是个体工商户，这类销售者可

能对法律知识了解较少，对侵权行为认识不

够，对违法后果承受能力较弱，因此我们定

期给他们开展普法讲座，为他们答疑解惑。”

徐晨璐介绍说。

据了解，近年来，莲都法院以一站式解

纷机制为抓手，强化府院联动开展座谈会，

针对性地成立调解团、服务团等，深化法律

咨询和答疑服务；院领导带队与企业家代

表、科技企业召开“面对面”座谈会；围绕农

产品、旅游等地方特色产业，开展“菜单式”

普法，提供法律指导和法治服务；依托辖区

共享法庭，开展调解指导、在线诉讼、巡回审

判、普法宣传等司法服务，以专业服务为基

层治理提效增能；开展巡回审判，组织庭审

观摩，发放法律风险防范指引，向企业或主

管单位发送风险提示等，为人才、企业提供

最高效、最贴心、最有感的司法服务。

“我们要全力维护劳动者权益和助力企

业发展实现共赢，切实为企业、人才提供有

效保障，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保驾护航。”黄玉香

说。

寻求服务保障人才和科技企业发展“最优解”
丽水莲都法院人才科技保障法庭工作纪实

通讯员 徐晨璐
厉怡雯
龚祎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健全发

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

制。丽水市莲都区人民

法院根据实际需求，挂

牌成立南城人才科技保

障法庭，集中受理涉高

层次人才、高科技企业

和知识产权民商事案

件，明确以“平等保护、

精准服务、规则探索、专

业审判”为目标，推进人

才和科技企业“司法服

务保障一件事”改革，服

务保障创新企业培育壮

大和创新创业人才集

聚，有效回应新质生产

力新命题，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强有力司法服

务与保障。

协同联动，构建“专精特新”司法保障网络协同联动，构建“专精特新”司法保障网络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浙西南地区工

业发展的重要集聚中心，是工贸业综合发展

与人居环境优越的丽水新城区，也是中国经

济营商环境十大创新示范区，正成为丽水加

快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新引擎。

2022年7月，人才科技保障专业法庭在

丽水经开区揭牌成立，作为丽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1+8+N”人才科技司法服务保障机制

的重要“1”环，莲都法院发挥领头雁作用，持

续建强人才科技保障法庭品牌，为加强“三

支队伍”建设打造“纵向见底、横向到边”的

保障网。

南城法庭建立由“5名员额法官+1名法

官助理+3名书记员+3名调解员”的专业团

队，重点关注涉诉企业法律需求，对辖区典

型涉企案件进行分析研判，围绕涉人才、涉

企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知识产权侵权后的

救济路径等常见问题，分析纠纷产生原

因及存在的法律风险，经常性开展案件

回访跟踪，制定《人才科技型企业法律

风险问题防范指引》，这不仅让当事人

受益，法官也精耕细作以专业化保障人

才和企业发展。

“我们对业内的情况很了解，一定

尽力协助法院调处纠纷。”某行业协会

负责人在“涉科技企业专家调解团”成立仪

式上表态。去年3月，针对行业特征明显、

类型较多的纠纷，莲都法院通过“法院+专业

组织”的模式整合商会协会、金融保险等组

织机构共同参与调解，为阀门、汽摩配等年

产值超200亿元的产业集群提供在线调解

或专业咨询，实现更多纠纷提前预防、业内

化解，促成人才和科技企业案件调撤率高于

50%。

丽水半导体产业、中医药大健康等生态

工业主导产业已组链成群、加快集群成势，

市场治理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高涨。

“法庭+”协同化解矛盾的“朋友圈”也在

不断扩大，南城法庭深化“人民法庭+部门共

建”的协作模式，联同经开区党政办、司法分

局、区检察院等单位组成“浙丽经开法治管

家百人团”，打通政企衔接通道，联动解答了

企业关于购买工业用地、高层次人才补贴等

问题216个，引导企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

展。

加强保护，保障“风清气正”创新创业环境

品牌是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创新是品牌

的新质生产力。

2022年5月，莲都法院获批莲都区、青

田县、缙云县辖区内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及诉

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下（不含本数）的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一审管辖权，南城法庭负责

此类案件办理，发挥集中专门审理优势，不

断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效能。

作为浙江的绿色屏障，丽水山地特征带

来清澈水源、清新空气、安全土质，有着生态

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丽水山耕”作为全国

首个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地市级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自2014年创建以来取

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全国振兴样

本。

2023年4月，莲都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黄玉香承办了侵害本土区域公用品牌“丽水

山耕”的刑事案件及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并

开展示范庭审，判决11名被告人罚金合计

38万余元，促成民事赔偿280余万元，严厉

打击了商标攀附、仿冒搭车行为，为“丽水山

耕”等地理标志商标保护、区域品牌资源实

现生态价值的有效转换提供了有力司法保

障。“这不仅让侵权者付出法律代价，更重要

的是以严格公正的司法树立鲜明导向，让保

护创新、保护知识的理念深入人心。”黄玉香

说。

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需要多方共

同参与，10余项法院与行政协同保护机制，

不断促成专业法庭与相关职能部门“双向奔

赴”。比如，联合丽水经济开发区市监局、司

法局等部门搭建起知识产权协同治理保护

机制，在案件协作共商、数据协同共享等方

面开展协作；与市监局等部门针对辖区“一

件代发”侵权纠纷开展联合行动，将涉及60

余家企业的4名法定代表人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通过“法护知产”应用发起数据协

查、联合惩戒等协作15次，促进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不断提质增效。

既要“治已病”也要“防未病”。莲都法

院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案件源头治理，多方

位、多渠道调研，厘清已成诉案件背后可能

引发的潜在纠纷风险，摸清制约创新主体知

识产权保护的堵点卡点问题，为行业协会、

企业提出切实可行的法律风险防范建议；此

外，针对侵权假冒易发多发的领域、批量维

权多发、小商户侵权易发等问题，向相关部

门发出司法建议，提出在企业注册登记、变

更注销等内容上加强前端防范，强化规范经

营，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共同助推法治化营

商环境。

优化服务，营造“近悦远来”人才发展生态

法官走访人才科技企业法官走访人才科技企业

并发放并发放《《企业法律风险防范问题指引企业法律风险防范问题指引》》

法官组织调解人才与科技企业的法官组织调解人才与科技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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