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0 月， 范一作

为上海法院系统首批柔性援

疆干部之一， 到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

院挂职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 民一

庭庭长。

“喀什来了第一位博士

法官”

范一是喀什地区两级法院的第

一位法学博士。 刚到喀什，他就成为

了受援单位法官们关注的热点，办公

室里像医院的专家门诊一样，常常挤

满了抱着案卷前来交流的同事。

在喀什中院法官们的印象中，

面对相对疑难复杂的案件， 范一总

能耐心地帮助梳理思路， 并给出合

理的建议。

喀什有着“五口通八国、 一路

连欧亚” 的独特区位优势， 是我国

对西开放的桥头堡。 近年来， 在国

家战略的大力支持下， 喀什经济社

会发展迅速， 当地法院受理的民商

事案件不断增加， 对法院的司法服

务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年挂职期间， 范一参与研究

解决民商事疑难案件 380 件， 其中

三分之一是喀什中院民一庭的案件，

其他则是中院其他业务庭和基层法

院的案件。

这样的工作节奏一直持续到了

他援疆挂职的最后一天。 2024 年 10

月 21 日 12 点， 在即将登上返程航

班之前不足三个小时， 范一还在办

公室里和民二庭的法官一起研究一

件承揽合同纠纷案件。

“输血”的同时实现自

我“造血”

一个人所能解决的案件数量是

有限的， 范一意识到， 在“输血”

的同时， 最好还能带动当地法官共

同进步， 实现自我“造血”。

他将个案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归

类整理， 形成台账， 并以此为基础

有针对性地与当地法官进行业务研

讨， 努力实现通过一起个案促进一

类案件的适法统一。

“这类案件， 原告主张的是解

除合同违约金， 法院经审查认为被

告虽然有违约行为但尚不构成根本

违约， 合同应当继续履行。 此时，

建议向原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 努

力实现纠纷一次性解决。”

“这类案件， 双方当事人都没

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 应当释明，

尽快办理租赁物的返还交接手续，

减少损失， 避免资源浪费。”

范一发现， 喀什地区两级法院

的法官不仅有着吃苦耐劳、 扎根边

疆的奉献精神， 面对审判工作中遇

到的难题也能积极应对， 勇于探索。

针对审判实践中的普遍性问题，

范一借助“天平讲堂” 两次为喀什

地区两级法院全体法官进行专题授

课， 主持示范庭审， 结合办理的真

实案例就民商事案件如何进行庭前

准备、 归纳争议焦点、 行使释明权

等给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范例。

“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

支持”

挂职有任期，援疆无止境。 范一

始终在思考，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

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让边疆

法院和内地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

2023 年 10 月， 新疆自由贸易

试验区喀什片区设立， 对喀什涉外

司法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4 年 5 月， 在喀什地区两级

法院的组织下， 经过范一和有关省

市援疆干部的牵线搭桥， 调研组对

山东、 上海、 武汉、 深圳四地进行

了访问， 与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

院、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等五所高

校以及深圳国际仲裁院、 深圳市蓝

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等两家

专业机构签署长期合作协议， 为喀

什地区两级法院涉外审判工作的推

进打开了思路， 积累了智力资源。

2024 年 7 月， 五所合作签约高

校实地回访喀什地区两级法院， 设

立教学实践基地。 华东政法大学国

际法学院等高校选派实习生前往喀

什实习， 这是喀什地区两级法院历

史上首次有组织地接受内地高校实

习生， 为边疆和内地法律界青年的

直接交流开辟了新路径。 上海财经

大学法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团队为喀

什地区两级法院举办了三场精彩学

术讲座， 并实际参与多件疑难案件

的研讨论证， 为喀什的审判工作提

供了实实在在的智力支持。

“今年的央视春晚带火了喀什旅

游，我们的司法服务保障也要跟上。”

除了线下实地交流，线上交流也

是有声有色。在当地法院的大力支持

下，范一积极参与，将距离春晚分会

场不远的喀什市人民法院浩罕人民

法庭打造成旅游纠纷特色法庭。组织

该法庭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川沙法庭在线“云互访”，互相交流司

法服务保障旅游城市建设的经验。

2024 年，浩罕法庭进行了装修改造，

审判力量得到加强，融入基层更加主

动，成为司法服务保障喀什地区旅游

业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回首一年的援疆工作， 范一最

大的感受是忙碌而充实， “每一件

案件的解决， 每一项工作的推进，

都是在为祖国边疆的稳定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 我也切身感受到了援边

工作的重要意义。”

□ 阿依乔丽盼·杰尼西 苏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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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造血” 搭建“桥梁”……
一位上海法官的援疆路

2024 年 12 月 10 日， 是我在上

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独立办案的第

345 天， 也是我与应用场景相伴走

过的第 345 天。 解锁全新身份、 挑

战未知岗位， 感谢应用场景一路相

伴， 为我点亮“报警灯”， 教我用好

“放大镜”， 为我提供“大舞台”， 激

励我在数字法院建设中不断成长。

点亮“报警灯”

记得系统第一次弹出应用场景

预警提示，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么

快就办错案了？”迅速点进去，发现是

一起车辆租赁案件触发“小额诉讼案

件一审终审文书规范提示预警”场

景。 就这样，我成功避免了一次程序

差错。 我将这次经历归结于“幸运”，

但之后的一起房屋租赁案件，彻底改

变了我的想法。

那天， 书记员告诉我有一起房

屋租赁的案子要改发， 我即刻点开

工作台， 原来是“房屋租赁类案件

改判点集中提示预警与适法统一”

场景发来的消息推送， 提示案件可

能存在违约金改判风险。 于是， 我

紧急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经过头脑风暴， 最终在全庭形成了

违约金调整的统一规则。

从此，我开始格外重视场景应用

的提示作用，第一时间将“应用场景

提示” 作为工作台重点关注的事项。

每天点点，看看承办案件中有无预警

的小灯泡，成了我办案中的数字“小

确幸”。再后来，我不局限于等待场景

被动触发，开始主动关注反馈帮助率

高的场景，避免重复出错。

用好“放大镜”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 实质性化

解矛盾是我们不懈的奋斗目标。 而

应用场景则如放大镜一般， 照遍案

件的每一个角落， 促进案结事了。

“服务合同、 委托合同纠纷被

告存在违法可能甄别预警” 场景让

我对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性质

产生了疑虑。 我通过应用场景筛查、

比对后发现， 该被告竟因相同事由

产生多起诉讼， 并且曾经被移送公

安机关。 这一诉讼背景为后续案件

的妥善处理奠定了基础。

庭审当天，被告迟到近 10 分钟，

且在征询庭前调解意愿时， 态度冷

淡。 见此，我和助理分头做起调解工

作。我们先对被告迟到的行为做了严

肃批评，随即问道：“你们公司之前移

送公安机关的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法官你怎么知道？” 被告脱口

而出， 并赶忙说道， “误会！ 误会！

我们真不是诈骗， 我们就是经营困

难了。” 此后， 被告态度积极， 主动

提出退款方案。 原、 被告达成调解，

当事人合法的诉讼利益得到实现。

此外，作为一名审理家事案件的

法官， 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

们义不容辞。 但清官难断家务事，如

何找到程序和实体的突破口？“人身

安全保护令裁定送达时间提示预警”

和“法定代理人代为放弃继承损害被

代理人利益提示预警”场景给了我们

思考。 前者提示我们作出裁定必须

24 小时内送达，防范家庭暴力，保护

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刻不容缓；后者

警醒我们，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

法财产利益，谨防“一案结另案生”。

提供“大舞台”

丰富的应用场景在为我指明办

案方向的同时，也激励我积极参与到

数字法院的建设中去。 这一年，我加

入了奉贤法院数字法院建设小专班，

参与了每月一次的专题推进会以及

“固定社员结对带教”活动，为数字法

院建设建言献策。我积极学习宣传引

领，申报实效案例。

成长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志

同道合的朋友， 有商事老法师“沈

工”，办案之余自学结构化语言、参与

编写了 41 个模型；也有建立推广“社

区矫正对象全流程监管衔接的监督

治理” 等多个场景的年轻法官助理

“超级丹”；还有加入上海数字法院建

设小专班，拥有丰富场景建设经验的

梅梅。大家时常聚在一起、共同学习、

并肩战斗。 我们一起见证了“被执行

人在另案领取案款提示预警”等多个

反馈帮助率高的场景， 效果显著；一

起分享了调研论文获数字法院建设

主题征文一等奖的成功喜悦。

数字法院赋能我的成长，而我只

是基层法官的一个缩影。感谢每一盏

“报警灯”， 让案件差错不断减少，案

件质量稳步提升；感谢每一个“放大

镜”，让案结事了事半功倍，纠纷化解

有章可循。 未来，我们基层法官将站

在更大的“舞台”拥抱数字法院，不断

赋能审判工作行稳致远！

数字法院

“报警灯”“放大镜”“大舞台” 数字法院赋能成长
□ 毛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