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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化某工地上，小张与工友
因言语不合引发肢体冲突，不慎从
约 1 米高的型钢上摔落，致使腿部
受伤。双方来到派出所后，无法就
赔偿金额达成一致。

于是，设在派出所的“共享
法庭”庭务主任蒋忠康立即连线
了方桥法庭庭长王佩岚，请求在
线 指 导 调 解 。 王 佩 岚 了 解 情 况
后，依据法律相关规定列出了一
张详细的清单，最终促使双方达
成和解。

随后，方桥法庭专门就此开
展了一场线上法律培训，并整理
了 一 份 更 加 完 整 的 清 单 上 传 至

“共享法庭”，以推动同类纠纷的
快速化解。

“‘共享法庭’通过与人民法
庭、网格员、社会治理干部等基层
解纷力量全面加强信息互通、工作
联动等，可以从源头上有效推动基
层善治。”市中级法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各地各部门聚力健全基层善
治新体系，以“共享法庭”建设为
抓手，通过进一步完善诉讼服务、
化 解 纠 纷 、 基 层 治 理 “ 三 大 功
能”，不断推动完善党建统领下自
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
合”的城乡治理新模式。

自治是基层治理的核心，是法
治和德治的基础。在推进“共享法
庭”建设过程中，我市各地各部
门 通 过 优 化 庭 务 主 任 选 任 管 理 、
加强“法治带头人”培育、增强
纠纷化解力量等方式，不断提升
基层治理水平。市妇联探索嵌入
式、单建式、融合式三种特设家事

“共享法庭”模式，将妇联工作力
量融入基层治理队伍；北仑通过

“以奖代补”方式对成功化解纠纷
的庭务主任给予奖励；余姚通过

“共享法庭”，就多发高发的农村建
房等问题，为 5 个乡镇的全体村社
干部授课。

法治是实现基层长效实效治

理的有力保障。“共享法庭”将优
质法治资源与基层一线的工作优
势结合起来，提升了基层矛盾纠
纷化解的法治化水平。市司法局
选 派 104 名 司 法 所 工 作 人 员 和
1546 名人民调解员入驻“共享法
庭 ”， 开 展 线 上 线 下 培 训 108 场
次；江北依托“共享法庭”打造
基层执行查控网，强化法院执行
局与基层组织的双向互动，切实
提升执行效率；象山部分村社和
影视城在村民说事、影城说事会
议 上 通 过 “ 共 享 法 庭 ” 连 线 法
官，由法官从法律视角对村社重
大决策、影城事务决策进行分析
把控。

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基因。在推动“共
享法庭”建设中，各地各部门将
四明“云法庭”的普法资源嵌入

“共享法庭”平台，组织开展法治
宣传，推动基层治理从“化讼止
争”向“少诉无讼”转变。海曙
利用“共享法庭”在宁波财经学
院开展普法宣传，2600 余名师生
感受了司法审判氛围，增强了法
纪 意 识 ， 强 化 了 道 德 观 念 ； 江
北 、 奉 化 打 造 人 大 代 表 联 络 站

“共享法庭”，通过发挥人大代表
在建言献策、普法宣传、参与纠
纷化解方面的积极作用，带动全
社会树立尊法守法、崇德向善的
行为风尚；余姚、宁海等地打造
环境资源“共享法庭”，通过联席
会议、普法宣传等方式，让“两
山”理念深入人心。

司法服务的“便民超市”、开
放互动的“普法学校”、没有围墙
的“在线法院”⋯⋯据统计，截至
目前，全市“共享法庭”指导调解
14236 件 次 ，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7600
件，开展网上立案、在线诉讼、
协助执行等 2854 件次，组织普法
宣传 614 场 5 万余人次，大大推进
了基层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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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共享”新模式，推进基层治理

记者 董小芳 实习生 林子一 通讯员 钟法

全面加强“共享法庭”建设，是省委部署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它以

“不增编、不建房、快落实、广覆盖”为原则，用“一根网线、一块

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到今年6月底，全市已实现镇街、村社“共享法庭”覆盖率

100%和 96%，初步形成了广泛覆盖、协同高效的布局和运行体

系；指导调解14236件次，化解矛盾纠纷7600件。

“共享法庭”的出现，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何以在甬

上实现“叫好又叫座”？日前，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谢谢两位法官，感谢你们的
高效审理，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我这把年纪了，又动过两次手术，
腿脚不便，能在家门口解决这桩心
事，真好！”前不久，在鄞州法院

“共享法庭”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服
务站，76 岁的李大爷给法官送来
一面锦旗。

今年年初，得知自己所在的小
区即将进入征迁签约阶段，李大爷
犯了愁。原来，这房屋是他与老伴
傅大妈的夫妻共同财产，老伴几年
前因病入住养老院，目前为失智失
能状态，无法自主处理房产权益，
也无法委托他人处理。

3 月 初 ， 鄞 州 法 院 “ 共 享 法
庭”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服务站入驻
划船未来社区，派资深法官团队在
拆迁现场向居民释法解纷，为群众
提供一站式司法服务。李大爷第一
时间来到服务站寻求帮助，在“共
享法庭”完成了在线立案。同日，
承办法官立即开展审理工作，并通
过“移动微法院”与养老院工作人
员进行连线，以视频方式查看了傅
大妈目前的实际生活、护理状况、
行为能力等情况。

最终，综合医疗机构出具的
证明、傅大妈的残疾证及调查所
得 的 信 息 ， 鄞 州 法 院 出 具 判 决
书，宣告傅大妈为限制民事行为
能 力 人 ， 并 指 定 李 大 爷 为 监 护
人，顺利解决了李大爷家的签约
主体问题。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
受到便捷优质的司法服务，是“共
享法庭”设立的初衷。

那么，法庭如何实现“共享”？
据介绍，“共享法庭”是架构

在数字空间、虚拟在群众身边的人
民法庭，它“不增编、不建房”，

以 “ 一 根 网 线 、 一 块 屏 ”
为标准配置，集成浙江解
纷码、移动微法院、庭审
直播系统、裁判文书公开
平台等软件模块，具备调
解指导、网上立案、在线
诉讼、普法宣传、基层治
理 等 功 能 。 每 个 “ 共 享 法
庭”配备一名联系法官和一
名庭务主任，努力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
服务。

目前，“共享法庭”宁波
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依托镇
街矛调中心或人民法庭、派出所
及 其 联 勤 服 务 站 、 司 法 所 等 机
构，设立镇街“共享法庭”；二是
依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社综治工
作站，设立村社“共享法庭”；三
是依托金融、保险、邮政等营业网
点，妇联、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
织，以及调解组织、行业协会，设
立特设“共享法庭”。

“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制
约，将司法载体和触角向村社最基
层延伸，可实现法官远程诉前调解
指导、当事人在线申请司法确认等
功能，真正实现‘田间地头’的纠
纷、‘田间地头’快速解决。”市中
级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截至 6 月底，全市已
建成镇街“共享法庭”160 个、村
社“共享法庭”2469个，覆盖率分
别达到 100%和 96%，形成广泛覆
盖、协同高效的布局和运行体系。

“ 共 享 法 庭 ” 扎 根 基 层 的 布
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打官司
成为现实，真正实现了司法服务的
普惠均等，让优质便利的司法服务
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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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法官，这栋楼就是陈某的
房子，这边是楼梯，这里是厨房，
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随着
调解员的移动，摄像头将涉案房屋
的上下里外都拍了个遍。

“好的好的，吴师傅，麻烦您
上二楼再看看。”在 50 公里开外的
渔港“共享法庭”里，承办法官孙
素静一边对着屏幕说话，一边仔细
辨认着房屋构造与屋内陈设。

这是象山法院石浦法庭近期受
理的一起案件，因为被告和涉案标
的物均在渔山岛上，再加上当时天
气及疫情原因，轮船一直处于停运
状态，案件曾一度陷入停滞困局。

通过渔港“共享法庭”多方连
线，承办法官联系到当时恰好在岛
上的调解员吴展，于是便有了开头
的一幕，最终纠纷得以顺利调解。

一根网线连三地，一端屏幕聚
四 方 。“ 共 享 法 庭 ” 连 接 人 民 法
庭、矛调中心、镇街村社等组织及
法官、调解员、网格员等人员，实
现了人民法庭与基层组织线上线下
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尤其是各类特设“共享法庭”，更
是在便捷性和专业性上实现了事半
功倍的效果。

在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碰撞
的交通事故中，蒋女士的玉镯不慎
摔碎，双方因玉镯赔偿事宜发生纠
纷。高新区法院将该案委托给市价
格认证中心进行再次调解，经对玉
镯材质进行检测、聘请相关专家提
出专业意见后，双方最终就玉镯的
赔偿价格达成一致意见。

在市价格认证中心特设“共享
法庭”，高新区法院有效借助市价
格认证中心在财物价值认定中的专
业能力与优势，快速化解纠纷，免
去了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繁琐与等
候，也为当事人节约了诉讼费、鉴
定费等费用，开辟了价格争议调解
新模式。

一楼是生鲜超市，白天噪声
大 ； 楼 上 的 张 先 生 工 作 模 式 为

“三班倒”，白天恰好要休息，于
是双方产生纠纷。镇海区澥浦镇

“ 大 综 合 一 体 化 ” 行 政 执 法 改 革
“共享法庭”受理此案后，一方面
利用行政执法团队优势，多次现
场调查并进行噪声检测；一方面
积极发挥法官释法明理作用，多
次在线上与双方沟通，最终成功化
解了矛盾。

不仅如此，类似因 地 制 宜 的
特设“共享法庭”，我市各基层法
院均在积极探索。海曙法院与市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市版权协会
共同设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共享
法庭”；慈溪法院实现总商会、镇
级商会、外省助慈商会“共享法
庭”全覆盖，充分发挥“共享法
庭”在涉企纠纷协同化解方面的
积极作用；宁海法院联合宁海铁
路派出所，在高铁宁海站设立铁路

“共享法庭”⋯⋯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共建

成 特 设 “ 共 享 法 庭 ” 163 个 。 专
业、高效、便捷的特设“共享法
庭”，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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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特设庭，实现事半功倍

制图 韩立萍

用“一根网线、一块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共享法庭”何以叫好又叫座？

◀象山石浦渔港“共享
法庭”法官走上渔船

解纠纷。

▲调解员通
过特设在消保委的

“共享法庭”，邀请双
方当事人及高新区法院
法官开展调解工作。

◀顺利结案后，李
大 爷 到 “ 共 享 法
庭”送上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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