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4 月， 上海市长宁区

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互联网案件

审判庭） 庭长祁晓栋在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挂职

锻炼， 任职审管办副主任。 挂职锻

炼期间， 祁晓栋临时负责审管办日

常工作， 由此也得到了更多的学

习、 锻炼机会。

西藏法院的审判管理工作有什

么特殊之处？ 他们正面对哪些问

题？ 如何结合当地的情况有效开展

工作？ 这是祁晓栋从一开始就在思

考的问题。

设计“一案一指导”

在组织召开季度审判质效数据

会商会的过程中，祁晓栋发现，日喀

则地区案件总量不多， 但二审改判

发回率相对较高。 指标数值是对一

定时间内审判质效进行的多角度、

多层次评估，不是简单的工作“成绩

单”，但确实是法院工作、案件质量

的“体检表”。 二审改判发回率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地区适法统一存在

的问题。为了更加直接、详实地了解

日喀则地区两级法院的适法统一情

况， 援藏小组一行四人历时一个多

月， 走遍了日喀则中院辖区内全部

18 家基层法院开展实地调研，并就

区县法院提出的各项审判执行问题

展开交流，就立案条件审查、对赌协

议的效力认定、 解除财产保全担保

的条件审查等介绍上海法院审判经

验和类案裁判规则， 起到了良好的

效果。

从调研情况来看， 日喀则地区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数量较多，

这与西藏推进高质量发展， 持续完

善基础设施相关。 但各基层法院对

工程款结算、 管理费认定等存在裁

判标准不统一的情况。 此外， 对于

涉林地、 草场承包纠纷等需要在充

分考虑西藏地区风俗习惯的基础上

总结审判经验， 统一裁判标准。

同时， 这次基层调研也让大家

感叹青藏高原的广袤。 日喀则市下

辖 1 区 17 县，仅其中一个仲巴县面

积就达 43600 平方公里， 足足有近

七个上海那么大。 从仲巴县法院到

日喀则中院的距离约 617 公里，开

车需要翻越多座海拔 5000 米以上

的垭口。受制于地理环境，实地巡回

调研指导毕竟不能常态化进行，需

要从制度上完善市中院对基层法院

业务指导工作。

经请示院领导， 祁晓栋与中院

审管办同事共同起草制定《日喀则

中院关于加强审判执行对下指导工

作的规定》。 完善对一审法院监督指

导工作机制。设计“一案一指导”明细

表，要求法官审理二审案件时，对一

审法院证据采纳、事实认定、法律适

用、文书规范等方面严格评查把关，

并随案填写“一案一指导”明细表，

交一审法官填写反馈意见。 通过强

化“点对点”“人对人”指导，突出高

发案件指导精准性，统一裁判标准。

是支援也是学习

案件质量检查是审管办的日常

工作之一， 在参与西藏自治区常态

化执法司法专项检查、 日喀则市委

政法委执法司法案件“回头看”案件

评查中，祁晓栋发现，法院裁判文书

出现的文字、数字、引用法条错误时

有发生。 文书低级差错反映出裁判

文书审核把关机制不健全， 管理制

度有疏漏，信息化应用程度不高，工

作作风不够严谨等问题， 影响司法

裁判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此项问题

也被列为群众反映强烈的工作作风

问题之一。针对上述情况，祁晓栋组

织收集地区两级法院 2024 年度上

半年生效文书， 进行文书质量筛查

并出具报告。 筛查结果经过统计分

析，列举出具体问题，归纳出共性问

题，为规范裁判文书制作，提高裁判

文书质量提供数据支持。

“援藏工作既是支援， 也是学

习。 援派日喀则中院期间的工作帮

助我学会如何从数字中的问题看工

作中的不足， 及时发现审判执行中

具有普遍性、 突出性、 紧迫性的问

题，对自己也是很大的成长促进。 ”

祁晓栋感慨道。

半年的短期援藏工作已经结

束， 但祁晓栋与日喀则中院同事们

关于审判工作的交流并未中断，沪

藏两地法院因为共同职责使命而凝

聚的跨越山海的情谊仍在延续。

助力审判质效“叠加”

法官助理作为法官办案的“左右

手”，该如何在海量案件中为法官最快

最准地找到审判辅助资料？ 如何实现

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双提升？ 数字法

院建设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答

案。

记得， 一起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

报案件立案后， 我收到了一条应用场

景的线索预警， 提示该案当事人可能

关联多件涉投诉举报的行政诉讼。 随

后， 我在系统中检索当事人在全市法

院的诉讼及裁判情况， 发现该当事人

以牟利为目的， 长期以获得奖励、 赔

偿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提起投诉举

报， 继而提起复议、 诉讼， 不仅干扰

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管理秩序， 更导致

了部分小微企业经营困难， 严重损害

了营商环境。

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法官反馈，

和法官共同研判类案处理情况， 在审

理和裁判方式选择上， 和类案保持一

致，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

这样的体验并不是个例。“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甄别预警” 等适法

统一类场景，帮助我们精准高效检索、

梳理案件材料， 确保同案同判；“一事

多诉甄别预警” 等避免程序空转类场

景， 促进矛盾纠纷一次性化解。 可以

说，以“数智”全面提升“诉质”，数字引

擎推动审判质效实现叠加提升。

实现执法办案“减错”

一件案件要实现案结事了、 胜败

皆服 ， 裁判文书和办案程序满足

“全、 精、 准” 三要求是基础。

以往， 我们法官助理多通过人工

逐项校对的方式核验文书， 耗费时间

精力的同时， 难免发生错漏。 而现在

应用场景的建设， 让文书内容“痛

点” 和程序“硬伤” 逐渐清空， 应用

场景成为了法官助理们的贴心助手。

在一起复议机关与原行政行为机

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中， 马上就要

印发文书时， 我收到了适用法条遗漏

的场景提示。 我瞬时心里一惊， 赶忙

核对裁判文书， 发现确实遗漏了对复

议决定一并裁判的规定， 于是立即补

充相关法条， 并在审判办案系统中反

馈“有帮助”。

“幸好这个场景对遗漏条文的情

况进行了预警， 要不然文书适用法条

不全， 要栽跟头了。” 我心里默念道。

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 这些场景提示

让裁判文书在“出门” 前进行了“数

字体检”， 确保裁判文书“无病出门”

“健康上网”。

促推综合素能“倍乘”

场景的开发和建设就像在培育一

颗种子， 经过智慧和汗水的浇灌， 我

们收获的不仅仅是硕果， 还有那些培

育过程中的深刻体验和成长。

2024 年年中， 我和其他法官助

理在讨论时发现，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类案件被改发的数量较其他案件明显

更多， 如何帮助法官全面把握此类案

件的二审改发情况， 确保适法统一

呢？ 我们想到， 如果能够明确此类案

件的二审改发点， 在审判办案系统中

根据要素提取进行匹配推送， 那就太

好了。

说干就干！ 我们开始分工梳理近

三年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类案件， 并联

系房屋管理部门和征收部门， 了解实

践中存在的难点、 堵点问题。 后来，

其他法院的小伙伴们也加入其中， 大

家共整理出二审改发文书中二十余个

关键词， 总结出几类主要改发点。

一遍遍总结、 思考、 整理、 完善

的过程， 也是我们学习、 反思、 积

累、 提升的过程。 现在， 我们已然成

为了这类案件的“小灵通”， 团队协

作能力、 组织协调技能和沟通交流技

巧都实现了倍乘。

不仅如此， 青年建模大赛、 先进

榜、 优秀场景表彰……静安法院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个展风采、 亮成绩的数

字舞台， 在比学赶帮中， 我们不断练

就真本领、 展现新作为。 场景建设按

下我成长的“加速键”， 助我跑出能

力提升“加速度”！

助力压力负担“消除”

场景建设刚开始， 干警们不免会

有一些疑问，“建模花费这么多时间，

真的有用吗？”随着一个个应用场景的

诞生，我们惊喜地发现，场景建设看似

增加了工作量， 实则消除了我们的压

力负担，盘活了我们的工作机制。

前段时间， 我收到了工伤认定案

件要素式智能辅助审判模型可以试用

的通知。 试用后， 我惊讶地发现， 系

统竟然能够通过卷宗材料自动抓取审

判要素， 将比对、 碰撞后生成的当事

人信息、 诉辩意见、 案件事实等自动

嵌入文书模板， 生成文书初稿。 在此

基础上， 我们只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

和补充，一份裁判文书就新鲜出炉了。

草拟和核验文书的时间压缩了， 我们

拥有了更多精力撰写案例分析、 申报

调研课题、协助制发司法建议等，法官

助理履历变得更加精彩丰满。

一个个应用场景就像“超级大

脑”， 为审判质效做加法， 为差错瑕

疵做减法， 为综合素能做乘法， 为压

力负累做除法， 通过“加减乘除” 四

则运算， 让司法服务效率提升， 让公

平正义可感可触， 更让审判工作提质

增效。 这场数字法院的重塑性变革还

在不断发生， 我们定会“咬定青山不

放松”， 在数字浪潮中奋楫争先、 砥

砺前行！

□ 孙晨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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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则运算”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

数字法院

浦江法观

接续沪藏两地情谊
履行共同职责使命

□ 高远

2023 年夏天，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征集应用场景的通知， 我们从刚开始的新奇、 疑惑， 到后来的尝试， 再

到现在的全情参与， 慢慢地发现， 应用场景在无形中已成为全体法院干警的助手， 疑惑的声音渐渐被认同取代。

作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行政及执行裁判庭法官助理， 如何做好数字答卷？ 在我看来， 可以从善用“加减乘

除” 四字诀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