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边在监狱服刑，一边还在领取救助金？
□ 俞硒 朱宇如 罗晓楠

我国法律规定， 一旦构成犯罪、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停止向其

发放社会救助金。 但实践中，仍存在

个别服刑者继续领取救助金的情况。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确保社会救助金

的兜底性和持续性？ 上海法院“判刑

人员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保障

工作协同治理”应用场景应运而生。

“既然要对这名被告人判处实

刑，他是否还能领取救助金？ 如果不

能， 这个信息民政部门能及时掌握

吗？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法官在对一起案件的被告人是

否适宜判处缓刑而进行社区调查时，

发现了这个问题。

无独有偶，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在参加区数据

共商会时，也从浦东新区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处得知，辖区内存在一边在监

狱服刑，一边继续领取救助金的个别

现象。 而相同的问题、同样的数据需

求也存在于上海其他区。

社会救助金能够为那些因种种

原因暂时陷入困境的人带来希望。根

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上海市社会

救助条例》相关规定，服刑者不应再

领取救助金。 然而，仅依靠民政部门

实现及时、 精准核实在存在一定困

难。

上海数字法院建设带来了破局

机会。 其中，“数助治理”应用场景建

设正是依托数字化模型，来发掘司法

大数据中蕴含的社会治理线索，通过

与相关主管单位的信息交互，破除数

据壁垒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社会治

理盲点、难点、堵点问题，发挥司法数

据在推动社会治理方面的功能效用。

崇明区法院法官在深入了解“数

助治理”场景的功能后，发现可以藉

此将法院相关刑事判决信息与民政

部门社会救助人员信息进行碰撞，从

而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存疑清单，推动

解决违规领取救助金问题。

带着解题的钥匙，崇明法院由院

领导带队，前往崇明区民政局，就违

规领取救助金问题进行座谈交流，法

院提出的信息交互方案为民政部门

提供了新思路。 与此同时，浦东新区

法院、奉贤区法院也正在与各自辖区

民政部门就相关问题进行紧锣密鼓

地沟通。 由于目标一致，三家法院很

快就达成合意，联合申报建设了上海

法院“判刑人员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

救助保障工作协同治理”场景。

事实证明，用数字思维打破信息

壁垒的思路是正确的，“判刑人员最

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保障工作协

同治理”场景在投入使用后已取得初

步成效。 浦东新区民政局、崇明区民

政局已分别对相关人员停止救助待

遇，并进行追偿。 崇明区法院还与崇

明区民政局签署了《服务保障社会救

助资金使用监管合作协议》， 进一步

深化相关治理领域的合作。

通过唤醒沉睡的司法数据，上海

数字法院建设不仅可以对内为审判

执行工作提质增效，还可以对外充分

发挥司法服务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

上海法院在司法实践及场景梳

理中发现， 通过与服刑人员信息比

对，不仅可以防堵违规领取救助金的

问题， 还可以防堵违规领取退休金、

养老金、廉租房补贴等事项。下一步，

上海数字法院将进一步探索依托市

大数据中心， 建立前述信息查询通

道，方便不同主管单位依据工作职能

申请使用，从而实现司法数据效能的

最大化和社会治理效能的多维整合。

□ 高远

数字法院

“今年 5 月，接到援助青

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的通知后， 心中既欣喜又忐

忑。 欣喜的是可以亲往高原学习，忐

忑的是对未知高原的不安和如何施

策见效的迷茫。 但很快，我调整了心

态和做好了准备， 随着组织一声令

下，坚定地踏上了援青之行。”这是刘

磊到果洛州中级人民法院后写下的

回忆。

刘磊是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

室）的法官，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和果洛州中级人民法院沟通，他与上

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

庭长邱纯杰一同来到数千里之外的

果洛。

初到果洛

从西宁到果洛，随着海拔的不断

攀升，刘磊和邱纯杰从一开始的激动

和兴奋，被随之而来的高原反应一点

一点吞噬，变得默不作声。

缺氧引发的头痛，是初上高原人

们的“第一难”，他们两人也不例外。

从海拔 4 米的上海到平均海拔 4000

米的果洛，头痛使得他们无暇顾及窗

外以前从未见到过的旖旎景色。

七个小时后，刘磊和邱纯杰如期

到达果洛州中级人民法院。简单而又

热情的欢迎仪式后，两人来到了提前

准备好的宿舍。

到了宿舍，看着手表上 85%的血

氧浓度，邱纯杰默默拿起便携式氧气

罐，猛吸了几口，随手放在床头柜上

另一个已经吸空的氧气罐旁边。简单

收拾了下行李，又赶紧躺回床上。

时间渐晚， 高原反应“第二难”

———失眠又向他们袭来，头痛加上失

眠，在辗转反侧，仅两三个小时的睡

眠中，他们结束了到果洛的第一晚。

融入果洛

第二天一早，刘磊和邱纯杰早早

就醒了，在前一天的适应后，两人收

拾了一下昨晚没来得及收拾完的行

李后，早早来到了办公室。

干部见面会、 领导座谈会后，下

午两人就和果洛州中级人民法院的

法官， 前往检察院开展案件协调会。

案件不复杂，但是两个人依旧认真负

责，提出自己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在得知上海两位法官来到果洛

后，他们办公室的门时不时就会被敲

响，各业务庭的法官不时拿着一摞摞

案卷材料，向他们请教案件情况。 一

来二去，他们索性不再关门，看着法

官们的到来， 便主动起身请进来，面

对问题和疑惑， 他们总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上海和果洛最大的区别之一是

案件数量，我们接触的案件多，凭着

办理经验，我们能给予一些意见和建

议。 同时，果洛地区的案件对我们来

说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说这是

相互学习的过程。 ”邱纯杰这样说。

在前来请教问题的法官中，还有

不少基层县法院的法官。面对各县法

院的迫切需要，他们商量后决定亲自

前往各个法院，现场调研，上门指导。

请示后，院领导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随后的几天里，刘磊和邱纯杰开

始搜集各种资料， 分析案件特征，针

对性地写下意见建议，以便更好指导

工作。 经过几天的加班加点，他们按

照各县案件的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做

好了充足的准备后，踏上了巡回指导

的路途。

虽然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是各

县的情况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除果洛州中级人民法院外，其

他六个县院均没有刑事审判庭建制，

甚至没有一名专职的刑事审判法官，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案件审判

质量依然可圈可点！ ”邱纯杰说。

对此， 两位上海法官不余遗力，

每到一处顾不上休息，便立即为各县

法院解疑答惑， 面对需要考量的问

题， 他们也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表

示有答案了会第一时间给予反馈。

一连几天，他们跑遍了果洛的六

个县。 无论是法院管理，还是个案答

疑，他们总是耐心解答。

感悟果洛

在玛多县人民法院，刘磊和邱纯

杰听说玛多地震时在帐篷办公，看到

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办公点后，他们

动容了：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下，在自

然灾害破坏下， 法官们克服种种困

难，没有影响到正常审判工作，这不

仅是“辛苦”一词所能诠释的，这更是

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了解玛多的海拔后，刘磊在玛

多法院办公楼拍了一张合影。

“这里是地理意义上的‘最高法

院’。 ”刘磊看着照片笑着说道。

“这些地方我这辈子可能只能

来这一次， 更别说为这里的法院工

作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作为全国

千千万万法院人中的一员， 能有机

会做这些事情， 我很骄傲和自豪。”

刘磊说。

在援青期间，刘磊和邱纯杰见证

了果洛建政 70 周年庆典， 也和当地

干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一开始

对高海拔地区的恐惧，到现在能在广

袤的大草原上奔跑，他们逐渐适应了

环境，更是和果洛法院的干警们建立

起了深厚的友谊。

回望果洛

从初到果洛到现在，工作上刘磊

和邱纯杰也看到了和上海不一样的

一面。

“在我们看来很简单的案件，在

这里有时候却很难。”果洛地广人稀，

交通也很不方便，有时候仅几千块钱

的执行标的，执行干警就要辗转好几

天才能找到当事人。

“还有法官们进牛圈分牛，来解

决牧民群众的纠纷，这在我们上海是

很难见到的。”即便是这样，对待每一

起案件、每一位当事人，果洛法院的

干警们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工作热情。

果洛法院延续了以前的“马背法

庭” 精神， 按照果洛实际延伸出

“3+2”巡回法庭模式，将法庭搬到了

当事人的家门口，很大程度上减轻了

群众诉累。 法官们骑着骏马、背着国

徽，驰骋在草原上， 席地而坐， 现场

开庭， 为解决好纠纷矛盾， 奔波在

这高原上， 真正诠释了———“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这一主旨， 也体现出“人

民法院为人民” 的精神。

一次援青路， 一生青海情， 援

青结束， 回程的日子越来越近， 回

想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 回望这美

丽的果洛草原， 回念这终身难忘的

深厚友谊， 刘磊、 邱纯杰， 还有远

在千里之外心系果洛法院发展的上

海法院人心中总有一个念想———“有

机会， 我们一定会来！”

从海拔4米到4000米

奔赴一场2500公里的山海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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