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巡回法庭开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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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挂号”约法官：
为当事人省时

今年 10 月，长沙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超代理的一件民事案件在岳塘区法院
立案。 因当事人催得紧，他听说可以在微
信上约见法官， 便在岳塘区法院官微上
点击了 “线上预约”， 输入约见事由、姓
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后，选择次日上午
11 时到 12 时约见法官。

提交预约申请后不久， 王超便收到
了法院的短信消息，告知他预约成功。

“这个系统为我们节约了大量时间
和精力。 ”王超告诉记者，以前约见法官，
可以电话联系或者直接去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 “但法官很多时候都在开庭、合议
或者调解， 有时候去了法院也会找不到
人，到诉讼服务中心也有可能跑空。 ”

如何有效解决法官和当事人之间
“时间差”的问题？ 立案庭庭长李姜想到，
到医院看病，老百姓可以在微信上挂号。
法院也可以借鉴医院的挂号系统研发法
官约见系统。 说干就干，今年 8 月，该院
法官约见系统正式上线。 当事人在微信
公众号上实名登记后，可给相应的法官、
助理、书记员留言，并可选择文字、语音、
视频 3 种留言方式。 若当事人要与法官
见面，可点开相应时间段发起约见请求，
法官收到请求短信予以确认， 诉讼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根据反馈信息， 在后台安
排好接待室。 随后，法官和当事人会收到
正式的约见短信。

王超认为， 约见系统在法官和当事
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既不耽误双方
工作，又能快捷、灵活地完成沟通交流。

近年来，该院投资 400 余万元，持续
推进智慧法院建设。 “我们不仅是建，关
键要让老百姓用。 ”李姜说。 为了让当事
人熟知移动微法院的使用流程， 该院首
先将目光瞄准了律师群体。 “我们建立了
诉讼服务律师微信工作群， 随时在线解
答他们在网上立案中遇到的困惑。 此外，
与市律协联系， 到各律师事务所讲解网
上立案程序。 ”

通过悉心的司法服务， 该院网上立
案率不断提升。 截至目前，网上立案数达
6000 余件。

邮政一体化服务：
着力为法官减负

“我们书记员现在不要送达、不要装
订案卷，有更多的时间辅助法官办案。 ”

书记员唐璐瑶对《法制周报》记者说。
“通过对案件办理流程进行梳理、切

分， 将部分辅助工作通过外包方式由第
三方做， 以此减少审判团队的事务性工
作 ， 让他们有更多精力放在审判工作
上。 ”李姜介绍。

岳塘区人民法院与邮政公司通过不
断实践摸索， 建立以信息化手段为主的
“材料收转+集约送达+档案整理+卷宗
流转”邮政一体化服务模式。

岳塘法院以 “3 个中心 ”为核心 ，着
力为法官减负。 “收转发 E 中心”承担了
各类案件诉讼材料接收、登记 、扫描、转
递等工作， 邮政集约送达服务中心承担
了所有文书送达工作。 邮政档案整理服
务中心承担了所有结案文书整理、编码、
扫描、装订、归档等工作。

“刚开始可能有法官担心我们不专
业，但我们通过向法官跟班学习，现在完
全能胜任了。 法院将工作流程化、 制式
化、模板化 ，加上各个环节的监管 ，我们
能高效完成各项工作。 ”邮政负责人郑婷
文说。

为加强送达力度，除常规回执以外，
邮政还增加了电子验核签名、电话录音、
图像视频、 纸质签名回单等多种送达辅
助方式，确保送达情况及时反馈。 法院送
达平台使用率达到了 1134%， 审判团队
人员事务性工作减少， 审判执行工作质
效切实提升。

“让法官多办案 、信息多跑腿 、邮政
多送达、群众少跑路”的“三多一少”服务

模式，形成了法官减负、群众受益的法邮
合作新局面。

诉源治理工作站：
网格员成调解员

“陈可，您好。 您有一条事件待处理。
事件为：民间借贷纠纷，请及时处理！ ”9
月 14 日晚上 6 时，五里堆街道的网格员
陈可收到了一条来自法院的案件信息。

陈可立即与原、被告联系，约定第 2
天一起到五里堆诉源治理工作站进行调
解。 次日，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沟通，最后，
被告同意归还原告欠款。9 月 15 日下午，
陈可将处理结果上报区矛盾纠纷调处指
挥中心：欠款已通过微信转账到位，该案
调解成功。

原本一起要对簿公堂的纠纷， 迅速
在街道被化解。

“如此高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得益于
法院诉源治理工作站的建立。 ”岳塘区委
政法委副书记邓文利介绍，今年 9 月起，
区法院陆续在 9 个街道 61 个社区设立
了诉源治理工作站（室），由综治办主任、
法官、司法员、驻村法律顾问和社区民警
组成工作室成员 。 “我们依托区网格平
台，建立了区矛盾纠纷调处指挥中心。 法
院受理的诉前调解案件， 会通过区矛盾
纠纷调处中心，分类分层级交办到街道、
村（社区）、相关部门或行业组织。 对于达
成调解协议的， 通过人民调解平台在线
申请司法确认。 如遇到重大敏感案件或
群体性纠纷， 则由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协调多部门会商处理。 ”

党组书记、 院长杨光华认为：“将网
格员、 街道工作人员纳入法院诉调对接
体系，一方面解决了法庭找人难、送达难
等瓶颈问题， 另一方面利用其熟悉网格
内社情民意的优势，能从源头解决纠纷，
让大量矛盾化于未发、止于诉前。 ”“设立
诉源治理工作站， 不是把诉讼案件拒之
门外，而是通过整合各种纠纷解决方式，
引导当事人选择最合乎实际、 对自己最
有帮助的一种方式解决矛盾， 从而提升
解决纠纷效率，降低解决纠纷成本。 ”

为了保障该项措施落到实处， 区委
政法委牵头建立了考核奖励机制， 对于
参与调解的调解员，按照纠纷难易程度，
予以 100 元~1000 元不等的奖励。 此外，
由司法局派驻一名工作人员， 驻点诉讼
服务中心网上分流案件。区委政法委、法
院、 司法局联合建立人民调解员培训机
制，对常见纠纷、法律法规释疑等业务进
行培训，让网格员调解更加有力。

今年 7 月以来， 该院通过平台分流
案件 131 件，调解成功 109 件。

这也意味着， 该院的调解大格局更
加完善。 2017 年起， 岳塘区开始建立诉
前“大调解 ”模式 ，成立了全省首家律师
驻法院调解室。 目前，区法院共引进了 8
个行业性调解组织， 并在经开区设立了
物流园专业调解工作室。 通过层层 “过
滤”，该院今年受案增长速度放缓，全院
收案增幅同比下降 12.45%。

巡回法庭：
送法送到老百姓身边

“房子不住可以不交物业费吗？ ”“因
房屋质量问题导致漏水， 可以拒交物业
费吗？ ”今年 7 月，岳塘区法院巡回法庭
来到云盘社区， 专门解答物业纠纷中的
问题。 面对业主的提问，法官以案说法，
回答了一系列疑问。

去年， 某物业公司将小区业主告上
法庭， 要求其交纳欠缴的物业费。 业主
称 ,他家从拿房装修就出现渗水、漏水问
题，多次与物业沟通交流，物业从未进行
过维修，所以不交物业费。 法院认为，物
业公司为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 业主的
房屋有漏水、 渗水问题， 属房屋质量问
题，与物业服务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业
主应交纳物业费。这场巡回审判，不仅给
在场的 200 多名群众上了一堂法律课 ，
而且通过网络直播吸引了数万名群众观
看。

“我们联系各个社区，将直播链接推
到了各个业主群。 ”李姜说，“希望通过这
种方式，将常见矛盾纠纷化解理念、方法
传递给群众， 让这类纠纷真正化解在萌
芽状态。 ”

近年来， 该院多次开展巡回法庭活
动，真正送法到群众身边。

今年 10 月 19 日， 巡回法庭来到岳
塘街道岳塘岭社区， 公开审理了一起人
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庭审结束后，法官
李湘蓉现场为群众普法： 签订人身保险
合同前，须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务必以
书面形式记入合同内， 不能简单根据保
险业务员的指示确认保险合同的身体健
康状况告知事项， 否则有被保险公司拒
绝理赔的风险。

听完庭审， 社区居民李某感慨：“真
是受益匪浅，这些法律知识，我也会告诉
我的朋友家人。 让大家留意，多学法、多
懂法。 ”

将司法服务延伸到社会“神经末梢”
———湘潭市岳塘区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纪实

■一站式建设在湖南

与邮政合作开办的集约送达服务中心。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刘倩

在微信上用小程序挂号预约医
生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但在微信上
“挂号”法官，你听说过吗？ 在湘潭市
岳塘区法院，通过法院微信公众号，
当事人可以跟法官约好上门时间 ，
如果没有时间见面， 当事人可以在
后台留言，等待法官解答。

“这样节约了法官和当事人的
时间，让沟通变得更加高效。 ”当事
人刘某认为 “此举真正践行了司法
为民的理念”。

近年来， 该院不断提高司法服
务水平， 通过一系列创新性举措为
社会基层治理提供了司法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