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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相吉林
本报记者 顾洁丽 见习记者 金逸尘

本报讯 春节将至，诸暨人何师傅

一早就赶到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在律师的帮助下，顺利拿到

了25000多元欠薪和补偿。从他在诸

暨本地申请法律援助到在越城区实现

“案结事了”，前后不到1个月时间，如

此便捷得益于“法律援助市域内通办”

机制。

何师傅此前受雇于越城区一家

建筑公司，在工地从事安全员工

作，由公司缴纳社保、发放工资。

由于缺乏法律意识，他并没有和这

家建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本案

援助律师边倩说，按照原来的规

定，何师傅被拖欠工资、无故辞退

后，需要到公司属地越城区的法律

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现在通过

“市域内通办”，何师傅就在诸暨当

地就近申请了。

“法律援助市域内通办”是指只要

当事人的申请需求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并属于设区市域内某一法律援助中心

管辖，就可在该设区市域内任一法律

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得到相应的法律

服务和帮助。绍兴市司法局法律援助

工作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机制解

决了当事人来回跑、多头跑问题，进一

步将法律援助申请由“最多跑一次”向

“就近跑一次”转变。

据统计，2023年至今，绍兴市共

受理审查通办案件425件，给予法律

援助402件，目前全市已实现“法律援

助市域内通办”。

“市域内通办”让法律援助增温提效

本报记者 李洁 通讯员 陈秋平

本报讯 六张方桌、一壶茶，十几名平均年龄

70多岁的老居民齐坐一堂，“老街茶馆网格议事

日”就这样热热闹闹开始了。自杭州市钱塘区

义蓬街道头蓬社区开展每周二“网格议事日”以

来，“老街茶馆议事厅”就成了社区群策群力解

决民生实事难事、协调网格内利益矛盾的有效

载体。居民群众“自己商议定、自己组织干、自

己监督看”，推动“民生”跟着“民声”走。

头蓬社区是个老龄化社区，辖区老人有喜

欢喝茶聊天的习惯。为了发动老年群体参与到

社区自治中来，社区在头蓬老街的一处茶馆设

立“老街茶馆网格议事厅”。社区两委和网格

长、网格员、居民代表们在每周二“网格议事日”

都会聚集到茶馆，把平时发现的问题提上“议

程”，共商社区大小事。能够当场解决的，当场协

调处理；当场无法解决的，大家一起商讨，拿出解

决方案或进行交办，并跟踪督办。

头蓬社区1万余米的背街小巷原本是石子瓦

泥路，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居民苦不堪言。为

此，背街小巷改造这件事在“网格议事日”上被提

起。经过反复商讨，社区努力向上争取资源，背

街小巷改造提升工程终于在2023年敲定下来并

于当年9月底完工。如今，瓦泥路都已铺设成了

宽敞平整的水泥路。

此外，经过“网格议事厅”商讨，社区还在老

街上针对双职工家庭、暑期儿童托管等，推出“假

日学校”、老街书房每月活动、红领巾志愿岗等项

目，推动更多居民生活在老街、心安在钱塘。

2月6日，在德

清县乾元镇联星村

蔬菜基地，党员、妇

联志愿者及村干部

帮助菜农清除蔬菜

大棚上的积雪。当

日，当地下雪，助农

服务队深入田间地

头帮扶，保障春节

市场供应。

倪立芳 姜睿 摄

除雪保供应除雪保供应

坐下喝盏茶
共商社区大小事

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张璐

谢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庭庭长，近日荣获2019—2023年度全

省政法系统先进个人。作为法院第一

道大门的“守门人”，谢佑开门第一件

事就是走进诉讼服务大厅，为群众回

答“十万个为什么”：“外地夫妻在本地

离婚到哪个法院”“没钱打官司如何申

请法律援助”……

跑出办案“加速度”

立案，是诉讼程序的起点。二审

法院立案庭主要负责重大行政和民商

事案件立案审查、上诉和再审审查、信

访接待以及监督指导基层法院及其人

民法庭的立案审查工作。

按照法律规定，立案审查期限仅

有7天时间。作为立案庭庭长，谢佑

总是在和时间赛跑。在他的办公室，

桌上堆满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等专业

书籍，电脑上存着各种案例。“立案庭

工作节奏快，这些都是我的‘武器’。

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有疑惑，我可以

很快找到答案。”谢佑说，一旦遇到疑

难案件或者新型复杂案件，往往需要

临时召开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有时还

要向省内外兄弟法院、上级法院请教。

立案庭法官常常自诩为“顺风耳”

“千里眼”。谢佑说，立案法官还要从

蛛丝马迹中掌握相关纠纷成讼情况，

对潜在问题进行预警，及时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诉前。以交通责任事故纠纷

为例，当事人往往因为缺乏鉴定结论

难立案。为减少群众诉累，2021年以

来，在谢佑的推动下，舟山法院大力推

行诉前鉴定制度，将大部分需要鉴定

的案件由“诉中”转为“诉前”，推动案

件审理进入“快车道”。

同时，谢佑根据长期审判经验，推

动舟山中院于2023年11月出台《关

于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评估)工作的

指引(试行)》，将案件类型拓宽到所有

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其他民商事

纠纷。“诉前鉴定+诉前调解”两辆“马

车”并行，拉动了舟山法院立案工作释

放新动能，诉前分流率持续保持全省

前列，2023年民商事纠纷调诉比居全

省第一。

大案要案接得住

在担任立案庭庭长前，谢佑从事

民事审判工作10年，是建设工程纠纷

领域的“行家里手”。

2019年，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

限公司参与舟山某工程建设时，因原

业主方存在拖欠工程进度款、相关施

工保障无法跟进等情形，致使工程无

法继续推进。2019年12月，中国石油

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等向舟山中院起

诉，要求解除其与原业主单位的四个

施工合同，并判决原业主单位支付相

关费用总计11.3亿元。

为保障项目推进，谢佑带队到现

场，通过多次反复协调，最终促成双方

完成阶段性结算以及四个合同继续履

行。在法院护航下，项目得以复工续

建。

诉源治理扎得深

从审判转到立案，谢佑将更多时

间花在诉源治理上，推动更多矛盾纠

纷通过柔性、多元、系统的方式高效便

捷解决。

由于建设工程纠纷法律关系繁

杂、技术门槛高，为提高该领域争议的

解决效率，谢佑一方面推动成立建设

工程纠纷调委会，在全市聘请特邀调

解员和咨询专家215名；另一方面，会

同市装饰装修协会设立专家评审机

制，对涉及装修质量的简易纠纷以专

家意见方式代替司法鉴定这一冗长程

序，使有关纠纷繁简分流。

另外，在谢佑努力下，多部门不断

为诉源治理注入新的力量：为多元化解

金融借款合同及信用卡纠纷，市银行业

保险业调委会派驻多名专职调解员到

法院调解案件，2023年化解纠纷298

件；舟山法院会同工商联、商会、行业协

会以“商会+协会”模式，提高简易装饰

装修纠纷诉前化解率，近三年舟山法院

受理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审收案数

共计376件，呈逐年下降态势。

谢佑：

把公正和效率时刻记在心上

通讯员 夏冬 谢施琦 潮新闻记者 董沈涛

2月6日上午，经过4天注射动员剂，张钧琅

开始正式采集造血干细胞，有妈妈的经验和陪

伴，他显得尤为轻松。他面带微笑地躺在采集床

上，温热的血液从他一只手臂的针管输出，通过

血细胞分离机分离出造血干细胞，剩余的血液成

分从另一只手臂的针管回输到体内。

张钧琅是浙江省第99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他的母亲杨春菊也曾在2016年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母子都是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实属罕

见！这在浙江还是首例。”温州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表示。

21岁的张钧琅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了这次捐

献，他特意请假回了温州老家。军装在身，与一

向开朗大方的母亲杨春菊相比，他显得拘谨，直

言这是一件平凡而又有意义的事情。

在张钧琅家，有个特殊的公益荣誉柜，里面

存放着标号为5736的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

书。2016年6月10日，杨春菊顺利完成捐献，成

为浙江省第285例、中华骨髓库第5736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时隔多年，母子俩先后伸出手臂做

出同样的大爱抉择，在身边的人看来，这不仅仅

是偶然，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源于这个“最美家

庭”浓厚的公益氛围。

因为母亲杨春菊每年都参加献血、环保公益

和慰问养老院等志愿活动，而乖巧的张钧琅经常

是乐做一个公益小跟班，公益活动是这个爱心家

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采集当天，张钧琅的爷爷、爸爸、妈妈、妹妹、

姑姑、堂哥等9名亲属都来到了现场，加上正在采

集的张钧琅，大家笑称这个重要的时刻就要“十

全十美”。3个多小时后，张钧琅顺利采集306毫

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为浙江省第998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妈妈也拿出自己当年的捐献荣

誉证，一家人留下灿烂的全家福。

在他们全家看来，能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

人，就是最终目的。“如果还有需要，我们还是会

第一时间去帮助他人。”杨春菊说。

浙江首例

这对母子
均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