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是通过你们专业、周到的工
作，使得案件得以圆满调解，充分展
现了法院‘司法为民’的工作作风
……”去年7月底，重庆知识产权法
庭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西门子工业
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公
司”）的感谢信。

原来，在重庆知识产权法庭与市
一中法院“老马工作室”调解员马善
祥的共同努力下，成功调解了该公司
一起诉讼标的额为1600万元的涉外
计算机软件侵权案。

此案中，原告西门子公司诉称，
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某汽车
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在未经原告许可
的情况下，长期复制使用NX系列计
算机盗版软件，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软
件发行权及复制权。

“调解中最大的矛盾就是，西门
子公司1600万元的诉请金额和被告
最初提出的和解金额相差甚远。”该
案承办法官回忆说，通过多次电话沟
通推进调解，双方的调解金额差距虽
然逐渐缩小，但却陷入了瓶颈，僵持
不下。

“老马调解经验丰富，请他来帮
忙吧！”于是，该法庭找来了马善祥参
与调解。

调解过程中，对于原被告双方在
正版化采购金额等方面所存在的差
异，马善祥展开耐心、周到的说服工
作，摆事实、讲道理，就双方争议点进
行利弊分析，以此缩小了原被告的差
距。最终，原被告双方当场就和解金
额达成一致，并由被告向原告的经销
商进行正版化采购。

“‘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是我们
重庆法院着力打造的多元解纷的一
块‘金字招牌’。”市高法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去年4月，市高法院出台方
案，在全市三级法院设立“人民法院
老马工作室”，通过整合驻院调解力
量，强力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
设，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诉前纠纷
化解工作，提升调解质效。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全市已入
驻“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调解组织
2070个、调解员6200名，全市法院
通过重庆法院纠纷易解平台自行受
理或者接受委托委派调解案件33.6
万件。

“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
让社会力量参与诉前纠纷化解

“一庭两所”让群众解决矛盾纠纷只跑一处

“一街镇一法官”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去年以来，重庆法院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加强人民法庭建设，推出落实强基导向“六项工作”——建设“人
民法院老马工作室”和“代表委员联络站”，打造服务群众和代表委员的平台支点；推行“一街镇一法官”和“一庭两所”，打造矛盾纠
纷联调化解的联动机制；推广运用“车载便民法庭”和“云上共享法庭”，打造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的科技支撑。重庆法院把加强
民生司法保护作为落实强基导向的基础工作，把司法参与市域治理作为落实强基导向的主要任务，把深化诉讼服务作为落实强基
导向的有效载体，把服务基层作为落实强基导向的有力保障，把主动接受监督作为落实强基导向的重要内容，大抓基层，大抓基
础，推动重庆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这“六项工作”互补互联，融合发展，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是政法机
构的基层单位，是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
前沿阵地。

但在现实生活中，因法庭、派出所、
司法所彼此之间资源共享、信息沟通不
到位，导致群众遇到矛盾纠纷四处跑腿、
矛盾纠纷化解不彻底等问题时有发生。

如何整合三方力量，让群众解决矛
盾纠纷只跑一处？这是重庆法院一直力
求破解的难题。

去年4月，市高法院、市公安局、市司
法局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建立“一庭两
所”矛盾纠纷联调机制的意见》，通过人

民法庭、司法所、派出所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无缝衔接来促进矛盾多元化解的
联动机制，为群众提供更加多元便捷的
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切实把矛盾化解在
基层。

“法院法官、司法所调解员、派出所
民警共同帮我们解决问题，不仅高效，而
且信得过！”前不久，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陈家桥法庭就依托“一庭两所”机制，联
合西永派出所、西永司法所成功调解了
一起医患纠纷。

“我家属在治疗中出了问题，一开始
都不晓得具体找谁解决。”市民黄先生

说，这次法官、调解员和派出所民警一同
展开调解，就没啥可质疑的了。

最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反复沟通，
双方当事人当场达成了和解协议，纠纷
得以顺利化解。

“我们希望通过整合三方力量、集中
化解发生在街镇、乡村的重大矛盾纠纷，
让人民群众解决矛盾纠纷只跑一处或者
一次都不用跑。”市高法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我市已建立起覆盖全市人
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的矛盾纠纷联调
机制，化解纠纷7317件，涉及1.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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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法院 强基导向推动高效能治理

程浩洲是丰都县人民法院法官，定点
联系丰都县虎威镇。

“程法官你好!我是虎威镇的，我看到
是你定点联系我们镇，现在我遇到个问
题，想麻烦你帮帮忙！”去年3月，程浩洲
接到了虎威镇村民的求助。“我们44个人
给这家建筑公司做活路儿，春节都过了，
还没拿到工钱！”村民刘某告诉程浩洲，建
筑公司总共欠大家25万多元，多次要求

该公司支付欠款，都没成功。
放下电话后，程浩洲立即赶到了虎威

镇。“你们放心，这个事情交给我！”程浩洲
详细了解情况后，受理了该案件，并很快
组织案件当事人进行调解。

最后，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正向法治
引导，耐心细致地劝导，仅用时20余天便
调解成功，44名农民工拿到了应得的工
资。

像程浩洲这样下沉到基层的法官，目
前在重庆有1116名，他们定点联系全市
1093个乡镇、街道、园区和重点企业。

市高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建立
“一街镇一法官”工作机制，就是希望通过
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从源头上减少诉
讼增量。截至目前，已开展对接活动
4667次，提供法律意见7138次。

“车载便民法庭”把智慧法庭开到群众“家门口”

“咦，法院的人开一辆车子来，这
是要啷个审案子哟？”去年10月25日，
綦江区石角镇寨溪村村委会院坝里开
进一辆印有“车载便民法庭”字样的汽
车，当地不少村民出于好奇，都围了上
去。

待汽车停定后，车门打开，工作人
员开始忙进忙出。同时，车身外侧的
电子屏幕也亮了起来。

“快看，法官进去了，还喊了侯某
和陈某进去，是要在车里头开庭呀？”

不一会儿，来自市五中法院民一
庭的法官芦明玉敲响法槌，车身电子
屏幕上的画面，从法治宣传片变成了
车内正在进行的庭审直播。

村民们这才知道，这是一起义务
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二审案件。此次
庭审中，双方都不同意调解，休庭后，

芦明玉马上叫上村干部又给双方摆事
实、讲道理，谈乡邻感情，分析各自利
弊得失，打消双方顾虑。

经过几个小时的沟通工作，最终
双方握手言和，成功达成调解协议。
随后，芦明玉直接使用车载便民法庭
的跨网电子签章防伪打印系统制作标
准纸质调解书送达给双方。

“这次参与巡回审判的‘车载便民
法庭’是我们重庆法院自主研发的，目
前已经升级到3.0版。”市高法院相关负
责人说，全新的“车载便民法庭”具有
诉讼服务、巡回审判、法治宣传三大主
体功能。它还具备立案缴费、案件查
询、证据提交、在线阅卷等一站式诉讼
服务以及全域立案送达，支持车内外
现场庭审和在线远程庭审，同步实现
电子质证、5G直播、现场裁判、文书制
作。

去年 6月，首车线下交付后，前往
商圈景区、街道社区、偏远山区、三峡
库区等地开展诉讼服务、巡回审判和
法治宣传活动上百次。

今年1月6日，“车载便民法庭”首
批车辆正式交付给重庆 20 家基层法
院，将继续把优质司法服务送到山高
路陡、水深路远的偏远地区，送到群众
家门口。

“代表委员联络站”
方便代表委员广纳民意
“零距离”监督执法办案

“刘委员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不但拿到了前
面的欠付的租金，今后也有了保障！”去年6月，一
起涉及19名农户的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在江津区
人民法院“代表委员联络站”驻站委员的主持下成
功调解，拿到欠款的农户很是激动。

据了解，江津区人民法院“代表委员联络站”
于去年5月在全市法院率先设立，这起案件也是
其成功化解的首起案件。

原来，被告周某是江津区李市镇的花椒种植
户。为扩大经营规模，2017年底，周某租用曹某
等19名农户40余亩土地用于花椒种植，后因经
营不善欠付租金导致纠纷。

去年6月9日，经过诉前分流程序，双方来到
了江津区人民法院“代表委员联络站”，江津区政
协委员刘年坤正是当日的驻站委员。调解中，刘
年坤从情、理、法的角度为纠纷双方释法明理，双
方最终达成分期付款协议。

然而，对于周某能否信守承诺按期支付后续
租金，农户们仍有疑虑。

“既然达成一致，你们可以马上申请司法确
认，若后续他不给钱就能强制执行。”刘年坤告诉
农户们，他作为政协委员也一定为大家发声，呼吁
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维护广大农民的
合法权益。

调解结束后，刘年坤还从此案入手，深入调研
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整理形成政
协提案，获得了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回应。

“在全市法院设立‘代表委员联络站’，是更加
自觉接受监督、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的重要抓
手。”市高法院相关负责人说，在人大、政协支持
下，已实现“代表委员联络站”全市法院全覆盖。
截至目前，已有623名代表委员入站开展工作，接
待群众2898人次，参与调解案件、化解信访936
件次。

“云上共享法庭”
“屏对屏”远程开庭缩短诉讼空间距离

“嘭！”去年11月3日，伴随一声法槌声响，忠
县人民法院翠屏人民法庭传来法官宣布开庭的声
音，但环顾法庭却发现被告席上空无一人。

原来，罗燕法官正利用“云上共享法庭”系统，
就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案件进行开庭审理。

“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在上海，又由于当时疫情
防控要求，让他回忠县人民法院参加诉讼确实存
在实际困难。”罗燕说，为此，法庭建议通过“云上
共享法庭”，进行线上开庭审判，并征得原被告双
方同意。

最终，该案原被告就支付劳务报酬、偿还借款
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在“云上”核对笔录后电
子签字确认。

“本以为被告不能回来，庭审就得延期了，没
想到现在可以通过‘云上共享法庭’，远程视频参
加诉讼，‘面对面’解决纠纷，真是太便利了！”庭审
结束后，原告委托代理人称赞说。

去年以来，重庆法院推出线上线下一体化审理
方案，构建便民“数智庭审+云上共享”全渝数智法
庭新模式，缩短诉讼空间距离，节约时间成本。据
统计，全市法院去年云上调解、开庭达34.8万次。

根深则叶茂，本固则枝荣。市高法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全市法院继续把“六项工作”作为
落实强基导向的重要内容，作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具体行动，努力打造抓前端、治未病的诉源
治理和社会治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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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疫情防控期间，市五中法院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朱明
跃“云监督”一起线上庭审活动，确保代表监督不因疫情
而缺位

2021年6月16日，市高法院举行“代表委员联络
站”揭牌仪式

按照“一街镇一法官”工作要求，酉阳县人民法院联合县妇联在辖区开展反家暴宣传活动

““车载便民法庭车载便民法庭””进乡村进乡村、、到院坝到院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