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大学毕业生小王到交通银行
某支行办理业务时，咨询银行工作人员，
称近期多次收到短信可以修复征信。经
沟通了解到，小王曾经办理多家银行信
用卡，并且多次套现不归还欠款，已经产
生不良信用记录。

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小王这是一种新
型的诈骗形式，千万不要相信，以免上当
受骗。碰到信用卡逾期，首先应主动和

银行沟通，说明原因，申请延期还款。
据交通银行介绍，市民在进行各种

金融活动，比如申请办理信用卡、申请贷
款等，都需要用到征信，金融机构需要对
市民的征信报告进行查看。征信报告的
信息主要来源于放贷机构、公用事业单
位、法院和政府部门等，其中，比较常见
的放贷机构有银行、信用社、小额贷款公
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征
信记录中记录了各种信用情况，包括基
本信息、信贷信息、非金融负债信息、公
共信息，甚至还包括了查询的记录。

即将于2022年1月1日施行的《征
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从事个人征信业

务的，应当依法取得中国人民银行个人
征信机构许可；违反规定擅自从事个人
或者企业征信业务的，将受到《征信业务
管理办法》规定中的处罚。

交通银行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以
修复征信的短信，请不要相信，切勿联系
短信中的“专业人士”或者点击相关修复
链接，以防个人信息泄露或者遭受电信
诈骗。如发现征信报告中有不良信息记
录，应当进行如下操作：

一、首先需要在第一时间找准原因，
是自身过错还是其他原因造成。

二、当不良记录是自身失误造成的，
则第一时间将欠款还清，例如信用卡已

经逾期并有不良信用记录时，建议坚持
使用该张信用卡5年以上，保持每月定时
还款。

三、当不良信用记录不是自身过错
造成的，如自身信息被人盗用、冒用时应
即刻向公安机关报案；如被机构越权查
询造成不利影响或征信报告信息展示有
误等，应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提出
异议申请。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广大市民，在日
常生活中，要珍惜自己的信用，保持良好
的信用记录。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龚高洋 韩庆江 郑波

珍惜个人信用记录 警惕“征信修复”风险

“移动微法院”怎么用？记者先体
验了一番：进入微信的小程序页面，搜
索栏输入“移动微法院”，进入中国移
动微法院主页，完成身份验证后，再进
入移动微法院分平台，里面有“我要立
案”“我的案件”“诉讼交费”“多元调
解”“代理见证”“网上保全”等窗口。

如今，该程序已经可以网上立案、
案件跟踪、在线送达、在线庭审、在线送
达、网上缴费等20余项功能，实现了从
立案到执行的全流程在线流转。

2017年10月8日，由余姚市人民
法院试点研发的移动微法院正式上
线，这是全国首创之举。时任该院院
长的应启明回忆创立“移动微法院”的
初衷时说，“最初想解决的，就是网上

立案率低的问题。”
2017年前后，浙江多地基层法院

因“案多人少”而苦恼。能不能用微信
小程序开发一个平台，让老百姓不必
老跑法院，法院又能提高办案效率？
当年9月，余姚市人民法院开始了“移
动互联网+法院”这道加法题，踏上了

“创业”之路。
宁波一家互联网技术公司接下了这

个开发项目。第一次测试，虚拟法庭上，
模拟双方当事人登录后，两边显示的是
微信头像和昵称，就像个聊天室，原告、
被告都分不清。于是，十多名青年法官
加入了项目组，不断修改优化小程序功
能。一个月后，中国首个“移动微法
院”——“余姚微法院”1.0版本正式上线。

“口袋里的法院”
走向全国
700余万人享受

“一次都不跑”的红利

打官司不用东奔西走，手机上就可以立案；调解成功不用到庭签字，动动手
指就能确认结果；原告、被告、法官三方在小程序上在线沟通，比打电话还管用
……这是发轫于宁波的“移动微法院”带来的新变化。

“原产地”在宁波的“移动微法院”，彻底颠覆了传统诉讼模式，使“手机上打
官司”成为现实，让当事人、代理人尽量不“移动”，让老百姓打官司“最多跑一
次”甚至“一次都不跑”。截至11月底，全国法院运用“移动微法院”办理案件超
过504.12万件，平台总访问量18.10亿次，实名用户数达超过780.36万人。

2021年 12月 7日 2时，宁波
市启动疫情防控I级应急响应，疫
情阻击战再次打响。几乎与此同
时，“文娟牌”手机支架重现江湖，
这也说明：又到了“移动微法院”大
显身手的时候。

当天，镇海区人民法院利用
“移动微法院”、共享法庭等线上平
台，在线开庭、调解案件11起。在
一起股权转让纠纷中，被告高某身
处河南，原告季某在福建，原告律
师在温州。中午11点，张凯月法
官组织双方通过“移动微法院”调
解成功，并在线送达了调解书。

12月 8日，在线解纷仍在继
续。骆驼法庭的张发生法官，利用

“移动微法院”在线开庭审理一起
原告代理人在杭州，被告代理人在
北京的涉及房屋拆迁补偿案件；民

事审判庭吴军法官在线调解了一
起双方当事人分别在南京和上虞，
而工程地在镇海的合同纠纷案。

同一天，江北甬江法庭的周慧
娜法官由于家住镇海区，受疫情管
控居家隔离无法到单位办公。于
是，她借助“移动微法院”浏览电子
案卷并线上调解，不断与当事人电
话沟通，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或撤
诉，两天内共办结了4个案件。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疫
情来临，“移动微法院”再次发挥出
其优势。“发明这个小程序，是真正
的便民之举！”“这个平台太方便
了！”案件审结后，许多当事人自觉
留言点赞。可以说，可实现“无接
触办案”的“移动微法院”，让全国
人民充分享受到了互联网时代的
诉讼便利。 记者 马涛

2017年10月的一天深夜，项目组
成员、民庭女法官袁冠飞忽然发现有
人登录“立案区”，她顿时睡意全消。

“有人提起离婚诉讼，要求立案，
还上传了一张杯盘狼藉的餐桌照片，
证明家庭生活不和。”就这样，第一起
主动立案、第一起远程调解、第一起在
线开庭、第一起跨国调解……“移动微
法院”越来越广泛地被推广和应用。3
个月后，“移动微法院”正式在宁波市
两级法院全面推开。

“移动微法院”投入运用后，立即
彰显出其优势。它摆脱了空间限制，
把法院装进了口袋，当事人可以在任
何地方，只要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就
可以进行诉讼，不必拘泥于法庭，其便

捷、高效，深受认可。
浙江法校（宁波）律师事务所合作

人李坝律师，很早就将开始运用“移动
微法院”办案，如今他的团队通过这一
小程序办结案件200余起。前段时间，
厦门一名当事人因当地疫情原因无法
到庭，这场合同纠纷案于是便在“移动
微法院”上开庭，顺利结案，受到原被告
双方的认可。

“它就像一个穿梭机，无形中拉近
了原告、被告和法官之间的距离，沟通
也更务实、便捷、高效了。”李坝说，无
论是确认法律文书、上传申请书、撤案
还是和法官沟通，都可以线上进行，连
文书也不用邮寄了，扫描文件或者拍
照就可以，真正实现了“一次都不跑”。

“移动微法院”的上线，突破
了时间的限制，也打破了地域的
藩篱。2017 年 11 月，一起纠纷
案件的被告远在非洲经商，如采
用传统诉讼模式，送达程序漫
长，被告人回国应诉也很困难。
法官将被告引导至“移动微法
院”，送达、举证、质证……都在
小程序上进行，诉讼周期比以往
缩短了4个月。

这样一来，法官的办案效率
大大提高了，可以在工作时间之
外回复当事人的留言信息，也能
见缝插针地组织调解案件。最经
典的案例，莫过于黄文娟法官：在
2020年疫情期间被困在湖北老家
50天，在线办案50余件，被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称为

“身边的先进典型”。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

员额法官樊瑞娟，约有80%的案
子是通过“移动微法院”审理的，

她对这一程序的便利深有体会，
“像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有很大
流动性，所以，在线开庭时，视频
里看到的当事人对话背景，有的
在工地干活，有的在老家自建房
里，有的律师在高速服务区……”

不仅如此，为了给群众带来
更多的获得感，今年以来，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持续创新，新增的
金融联审功能让批量起诉、批量
开庭、批量送达、批量文书生成变
为可能；和“市监联连”互联互通，
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建立
针对企业的法律文书电子送达新
路径等。

今年5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所作工作报
告中提出：“全面推广‘中国移动
微法院’，推动电子诉讼服务向移
动端发展，引领世界移动电子诉
讼发展潮流。”

解决立案率低的难题
余姚微法院初显身手

务实、便捷、高效……
“移动微法院”受多方认可

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
在迭代更新中驶上快车道

疫情期间大显身手
成功实现了“一次都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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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展示“移动
微法院”最
新界面。
王琳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