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法官，太感谢您了，我们学

校的毕业实习都安排好了，喀什地

区两级法院接收了 87 个实习生，

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

时间一晃回到了 2023 年 10

月，我接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

派遣任务，踏上了前往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援

疆的旅程。

同在援疆的上海交通大学其

木提教授在新疆政法学院任法学

院院长。 2024 年，法学院就要迎来

第一批毕业生了。其木提教授不仅

忙着日常的教学，还一直张罗着给

学生们安排毕业实习的事儿。

到了新疆之后，我发现，那里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快，但各级法

院的民商事案件越来越多，且专业

的司法人才不够用。 在援疆期间，

我跟喀什中院的领导们提了加强

与高校合作、承担法治人才培养共

同责任的建议，他们特别支持。

我去基层法院调研、 讨论案

件、化解信访矛盾时，也跟基层法

院的领导聊了聊和高校合作、安排

学生实习的事，建议他们早点做准

备。 每家法院都表示认可，也愿意

接收大学生来院实习。 但新疆太

大， 没有住宿条件就没法接收安

排， 没有经费支持就难以提供保

障。 为此，我们多次联系援疆指挥

部领导，咨询了解相关规定。 好消

息是，对于这类教育培训方面资金

的报批使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此后，我们逐一提示基层法院

对于法学专业学生来院实习、法院

干警挂职交流， 要早日编制预算、

报告立项，要建好宿舍、用好食堂，

打好物质基础，做好后勤保障。

除了安排大学生实习，加强对

法院干警的在职培训也是院校合

作的重要方面。 为此，我建议从喀

什地区两级法院长远发展着眼，进

一步拓展内地高校资源，用不同方

式把优质师资汇入法院援疆力量。

我回上海出差时，在涉外商事

审判向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寻求外国法查明等专业支持的同

时，与华东政法大学达成了喀什两

级法院干警来沪集中培训的初步

意向； 经过范一庭长牵线搭桥，喀

什中院又和上海财经大学建立了

合作关系；为促进上海法学专家到

疆开展短期交流和专项指导，我和

范一庭长分别联系上海法院和高

校到喀什开展试点，并争取到了专

项资金支持……

通过我们援疆法官多方联系

沟通、谋划落实，喀什中院先后与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新疆政

法学院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

院等多所高校法学院系签订了合

作框架协议，就今后几年法学院学

生到喀什参加实习培养，两级法院

干警到法学院系参加专业培训达

成一致。 我们结束援疆工作时，正

好赶上新疆政法学院第一批大学

生毕业实习分配。我又赶紧跟各基

层法院的领导联系，安排好实习生

的事……我相信，这样一些立足当

前、放眼未来的工作，在各条线、各

单位援疆力量的共同参与下，在一

批又一批援疆干部的同心勠力下，

一定会取得久久为功的良好效果！

（作者为上海市奉贤区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

援疆留什么？
这是我的答案……

□ 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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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谢钱钱

小法庭推动大治理

多元实践绘就上海好“枫”景

浦江法观

翻开上海法院十家“枫桥式人民法庭” 名单， 如同一幅纵横交错的法治“工笔画” ———

既有扎根社区的“板凳法庭” 细密勾画基层治理纹理， 又有自贸区法庭的国际化笔触铺展开

放新局。 从石库门里的“方言调解 AI”， 到道交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追偿预警， 再到长三角生

态岸线的跨域协同修复……近年来， 上海 39 个人民法庭通过多元实践共同勾勒出上海“枫

桥式人民法庭” 建设的生动图景， 绘出一道道法治好“枫” 景。

基层治理“一座桥”

2024 年 6 月的一个午后， 松江

区小昆山镇平复苑社区的一栋居民

楼里，一场调解正在进行。 松江区人

民法院佘山人民法庭法官谢天宇坐

在楼道中的折叠椅上，面前是一张用

旧桌拼成的“审判席”。楼上楼下挤满

了围观居民：“法官都坐到楼道里了，

这次漏水的事总该有个说法了！ ”

三天后，困扰三户居民长达三年

的漏水纠纷以“赔偿 + 修缮”方案画

上句号。这个被称作“板凳法庭”的调

解场景，正是上海积极创建“枫桥式

人民法庭”的缩影———司法不再局限

于庄严的审判庭，而是带着温度渗入

社区生活的褶皱中。

在佘山法庭的相关介绍材料里，

一组数据被红笔圈出：2023 年，辖区

万人成讼率下降 21.3%。 而更让庭长

杨剑萍自豪的是一份特殊“地图”

———法庭墙上挂着辖区 56 个村居的

网格图， 每个标记点旁贴着便利贴：

“李家宅第 12 次调解”“王家弄加梯

纠纷预警”。

“过去老百姓觉得打官司是撕破

脸，现在法官每周五雷打不动到‘山

中竹’工作站值班。”杨剑萍翻出手机

里的排班表：2024 年，法官们带着国

徽在社区服务中心、养老院、企业园

区等开了七场巡回审判，最远一次跑

到了沪浙交界的田间地头。

这种“流动的正义”在谢天宇法

官的日程中尤为鲜明。 他经手的“瑜

伽馆里的灌肠理疗”案，因母亲带儿

子到养生机构“放血治疗”登上微博

热搜，阅读量破亿。“结案不是终点”，

结案后，谢天宇连续三个月走访卫健

部门，推动辖区 27 家养生馆挂上“非

医疗机构”警示牌。

在宝山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

庭，“网格化调解” 织就了一张覆盖

56 个村的治理网络。 通过“滚动式排

查 + 分层过滤”机制，全年提前介入

化解 75 起重大纠纷，14 个村实现

“无讼”。

月浦法庭还探索将村规民约纳

入调解体系： 指导 19 个村居制定移

风易俗条款，用“村民公约”破解高价

彩礼难题， 成功化解 20 余起婚约纠

纷。 这种“法治 + 德治”的双轨模式，

让《类型化案件调解指引》从纸面走

向田间。

从国际枢纽到田间地头，从工业

园区到熟人小镇，在上海，“枫桥式人

民法庭”的创建源于丰富的实践“素

材”，因地制宜，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

理的“一座桥”。

协同治理“一体化”

青浦区元荡湖畔，2024 年 3 月

的一场增殖放流活动引发热议。青浦

区人民法院青东人民法庭法官杨进

挽着裤腿站在浅滩，将一桶鲢鱼苗倒

入湖中。“这可不是玩儿。 ”他指着判

决书解释，一企业污染水域被判赔偿

5 万元， 但当事人提出以购买鱼苗、

参与生态修复折抵罚金。“劳务代偿”

方案最终被写进长三角首份《环境资

源刑事协作指引》。

在沪苏浙交界处的极兔速递总

部，一场跨省司法协作正在推动行业

规则。 2024 年 1 月，青东法庭法官发

现辖区快递员交通事故诉讼量激增，

随即联动江苏吴江、 浙江嘉善法院，

推动企业为 800 名骑手加保意外险，

并定制安全培训课程。 三个月后，相

关诉讼量下降 33%。相关公司法务总

监感叹：“法官给的不仅是判决，还有

治本之策。 ”

青东法庭的长三角实践，成为了

“枫桥式人民法庭” 司法协同“一体

化”的生动注脚。

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电子屏

上，一组蓝色数字不断跳动：跨境案

件平均审理周期 98 天， 适用国际公

约率 41%。

法官刚结束一场越洋调解，屏幕

那头的德国当事人竖起大拇指：“我

以为至少要两年！ ”

这种效率得益于“一站式”解决

机制。浦东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紧扣

涉外司法需求，探索建立涉外商事纠

纷“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解决机

制， 促进涉外商事纠纷高效解决，在

国际纠纷化解中融入“东方经验”。

全国首个涉外商事一站式争议

解决中心的成立，使跨境案件平均审

理周期压缩至 98 天。 共化解商事纠

纷 1293 件； 完善诉仲衔接机制完成

案件对接 47 件； 常态化服务临港新

片区巡回审判 120 余件。

“不仅是速度，更是可预期的规

则。”法官展示着中英文版《涉外合同

管辖协议示范条款》，这份被 37 家跨

国企业采用的文件，解决了以往 83%

的管辖权争议。

数字法庭“一链条”

如何让上海数字法院建设的数

字红利向社区延伸？

佘山法庭针对医保基金追偿开

发的数字场景，通过算法预警异常报

销行为， 助力追回违规资金 2300 余

万元；其《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追偿预警系统》 在全市推广后，使

救助基金回收效率提升 40%。

而在自贸区法庭的体验区，VR

设备让跨国当事人“走进”元宇宙调解

室，智能合约在区块链上自动存证。在

临港新片区的巡回审判站， 区块链存

证技术让跨境调解协议自动生成，一

位新加坡律师惊讶地发现：“从立案到

司法确认，竟然没盖过一个实体章。 ”

“要强化数字赋能，探索研发适

应人民法庭司法需求的数字化应用

场景，把‘数字 + 司法’的数字红利

向基层社区延伸，努力打造具有上海

特色的‘数字法庭’。 ”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贾宇表示，全

市法院将以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

为载体，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担当作

为，努力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推

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基层

法治叙事，正书写着城市现代化治理

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