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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促民生保障

　　2021年7月1日，九十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王先生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陪同下，为沈阳市司法局送上一面

写着“心系百姓 为民解忧”的锦旗。

　　原来，王老曾遭遇交通事故，被撞伤卧病在床，肇

事方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却未支付其医疗费用。在了

解到王老想通过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

后，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为王老提

供上门服务，为老人挽回了6万余元的经济损失。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给了我很多关怀和帮助，

非常感谢法律援助的优质服务！”王老说。

　　王老问题的妥善解决，是沈阳市不断优化法律援

助工作的一个小小剪影。

　　2021年以来，借法律援助法通过的有利契机，沈阳

市法律援助工作步入发展快车道。法律援助补贴标准

提高80%，承办人员积极性大幅提高；未成年人遭受校

园欺凌等27项申请事项免于经济困难审查，法律援助

门槛进一步降低；全面推行市域内法律援助全域通办，

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更加便捷；组建法律援助评估专

家团，试点启动法律援助案件第三方评估，法律援助质

量稳步提升。

　　2021年，沈阳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各类法律援

助案件9600余件，保障困难群体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得

到充分发挥。

评理说事促社会和谐

　　2021年10月29日，3名群众来到沈阳市浑南区祝家

街道佟家峪村的村民评理说事点，希望工作人员帮助

他们要回被拖欠的工资。

　　原来，他们在沈阳一小区从事保安工作，但保安公

司一直欠薪，与他们有着同样遭遇的员工共有30余人，

涉及金额总计20余万元。了解情况后，评理说事员约见

了保安公司经理，经沟通协调，这些拖欠的工资均在一

个月内补齐，一起劳动报酬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作为公共法律服务在村（社区）中的一线阵地，沈

阳市2637个“村（居）评理说事点”紧紧依靠人民调解组

织和人民调解员队伍，充分发挥网格员、辅警、“盛京使

者”平安志愿者、楼长、社贤等人员作用，同时整合律

师、公证、司法鉴定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发挥村（居）

法律顾问作用，通过实实在在的开门说事、便民答事、

共谋实事和传播好事，为广大村（居）民带来了优质高

效的法律服务。

　　2021年，沈阳全市评理说事点依托线上线下平台，

收集信息线索36357条，解答法律咨询33879次，开展法

治宣传11941次，化解矛盾纠纷22286件，为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法治同行促乡村振兴

　　近日，家住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遇到了烦心事，

他因债务问题与人发生纠纷被打伤，公安机关告知他

进一步处理案件需要对其伤情进行司法鉴定。当时王

先生身体多处受伤，如果去市内的鉴定机构，需要往返

三个多小时近300公里，非常不利于伤情恢复。

　　王先生通过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了解到，家附

近的法库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开辟了司法鉴定服务窗

口。最终，鉴定人在法库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完成了王

先生案件的受理、审核、查体等工作，解决了王先生的

后顾之忧。

　　2021年6月，沈阳市司法局围绕乡村振兴，着力推进

“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针对法库县、康平县缺少

司法鉴定机构，距离城区路途远的实际情况，沈阳市司

法局指派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辽宁大

学司法鉴定中心进驻法库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面向

法库县、康平县社会群众和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司法

鉴定咨询解答和部分司法鉴定事项受理服务，切实解

决了偏远地区的司法鉴定服务需求。

　　同时，沈阳市还加强乡村地区示范级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站建设，配置网络智能终端设备，通过远程视

频的方式实时解答当地群众法律咨询，提供公证、法

律援助等事项在线办理服务内容；市本级财政承担新

民市、法库县、康平县和辽中区村（居）法律顾问全部

费用，切实促进优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向乡村地区广

泛延伸。

　　截至目前，沈阳全市各级服务平台共提供涉农法

律咨询服务4669人次，办理涉农法律援助、公证、司法鉴

定等案件829件，公共法律服务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

用得到彰显。

优质服务促企业发展

　　2021年12月25日，沈阳市沈河区“公共法律服务进

楼宇为企服务群”消息不断，某公司经理在群内连续发

问、紧急求助，十分焦急。

　　原来，这家公司的运营人员在直播过程中误将原

价139元的商品标价9.9元出售，2分钟内由同一买家购

买近3000台，若正常发货，公司将蒙受巨大损失。公共

法律服务团律师孙旭男看到消息后，及时与这家公司

联系核实情况，与买家多次沟通讲解相关法律法规，

最后买家同意退货，此举为该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40

万元。

　　公共法律服务进楼宇，是沈阳市公共法律服务进

园区工作的重要延伸。2021年4月，沈阳市启动公共法律

服务进园区工作，各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和服务团队

共走访企业2000余家，开展“法治体检”280余次，开展培

训宣讲近290次，发放宣传材料1.9万余份。

　　在积极总结提炼进园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2022

年，沈阳市司法局在大型商务楼较多的沈河区试点开

展公共法律服务进驻商务楼宇，为楼宇内企业提供法

律咨询、“法治体检”等服务，同时建立线上服务平台，

围绕企业需求和社会热点，为企业开展常态化线上培

训工作，为当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法治

保障。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樊 琴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提高法律援助

案件质量、开启“智慧法援”指尖服务……

去年以来，新疆全区各地法律援助工作卓

有成效，实现了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

“无门槛”，切实为困难群众撑起法律“保

护伞”。

　　2021年12月27日，困扰哈密市伊州区居

民王某和李某3年之久的薪资纠纷，在哈密

市法律援助律师曹妍的帮助下得到了有效

解决。

　　“拖欠了3年的工钱终于拿到，太感谢

你了！”事情解决当天，王某对曹妍感激地

说道。

　　2019年，王某和李某在哈密市一建筑

工地打工，工程结束后，工地老板迟迟未支

付工资。2020年初，在王某、李某多次讨要

工钱后，老板为其出具了欠条。

　　2021年11月底，王某和李某向哈密市

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该中心将案

件指派给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妍

代理。

  接到案件后，曹妍及时收集相关证据

并向法院提起诉讼。12月27日，曹妍联合法

官对该案件进行诉前调解，工地老板当场

付清了王某和李某的工钱。

　　为满足困难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

助需求，新疆全区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

围，降低法律援助门槛：2020年4月，实现

法律援助服务对全区退役军人全覆盖；将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助力小微企业复

工复产、化解涉疫矛盾纠纷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将中

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依据全区

各地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开展法律

援助业务情况精准落实；新疆全区各级司

法行政机关下属法律援助机构在同级劳

动争议仲裁院设立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

作站……

　　当前，法律援助的温情正以更细致、更

透彻、更主动的方式显现出来。

　　2021年10月初，福海县居民小娟(化名)的父亲

在工地发生工伤事故，因与用工单位在赔偿事宜

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小娟向福海县法律援助中

心申请法律援助。该中心将案件指派给法律援助

律师高明办理，经多次调解，小娟顺利帮

父亲拿到了赔偿款。

　　去年以来，新疆抓实法律援助案卷

质量，提升法律援助工作水平。自治区司

法厅制定印发《新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规范和评查工作手册》，健全完善案件质

量评查制度；强化案件质量监督机制，在

全区多地开展案件质量同行评估督查工

作；做好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同行评估律

师遴选工作，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法律援

助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对全

区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服务人

员开展巡回培训，进一步提高全区法律

援助服务人员的规范意识和服务水平，

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全面的

法律援助服务。

　　2021年10月初，农民工刘某等人到

博乐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称包工头老

赵拖欠其工资8万余元。在博乐市法律援

助中心指派下，法律援助律师曹琴代理

了此案。

　　2021年11月底临近开庭，刘某等人

已回河南老家。曹琴和法官沟通后，决定

采用微信连线的方式开启线上审理，法

官、律师、当事人通过微信号组建庭审微

信群，进行远程调解。

  经过法官耐心细致调解，原被告双

方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调解协议，该纠

纷得以圆满解决。

　　手机在线法律咨询、律师线上了解

基本案情、远程视频办案……

  一年来，新疆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和

法律援助机构深入推进“互联网+法律

援助”，通过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12348新疆法网、“云庭审”等，实现了法

律援助“预约办”“在线办”“网上办”“掌

上办”。

　　法律是手段，援助是责任，彰显的是

温情。

　　据了解，新疆将持续组织各级法律

援助机构、专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及“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援

疆律师，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宣传，认真宣

传法律援助法，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利用走基

层、志愿服务活动等指导基层工作人员全面学习

法律援助新制度、新要求，自觉提升法律服务意识

和水平，更好满足广大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

　　去年元旦，我去杭州某装饰城购置家具。门店样品家

具的颜色并不是我喜欢的颜色，但由于店家营业员向我承

诺能够按照我的要求调色，我才于当日签订了《家具订货

单》并支付了1万元定金。之后，由于店家一直无法向我提

供符合要求的色板，我要求与店家解除《家具订货单》，并

退还全部定金。

　　但店家却以自己已经积极与买家沟通协商调色板确

认事宜，系买家单方面拒绝配合调配、购买色板为由，拒绝

向我返还定金，要求继续履行《家具订货单》。

　　我先后找到该装饰城市场管理中心、当地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等与店家进行调解，均未解决该问题。于是，我

拨打了杭州市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进行咨询、寻求帮助。

  咨询人：家具购买者赵女士

　　2021年1月的一天，我接到赵女士的来电，在听取其陈

述并细致询问相关细节问题后，发现是由于门店销售员告

知赵女士“颜色好调，调好过来看”引发了此次纠纷。我认

为该案存在以下焦点问题和风险问题：

　　焦点问题即本案是否属于由于店家的原因导致合同

不能履行，是否可以适用定金罚则，买家是否有权要求店

家双倍返还定金。

　　风险问题即买卖双方既没有就家具色板的颜色提前

以书面形式确定，也没有对色板予以封存，导致难以确定

色差问题的责任方。

　　由于赵女士通过多个平台均调解未果，因此我认为，

走法院诉讼是目前最好的定分止争途径。虽然案件存在争

议，无法确定谁是色差的责任方，但合同无法履行并不是

赵女士单方的责任。而这份交易显然已无法履行，因此赵

女士有权要求门店退回定金。赵女士希望走诉讼途径，我

们支持她，并为她提供全程的法律援助服务。

　　解答人：杭州市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接线律

师、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方华

　　办理结果：该案经历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再

审两次开庭。2021年7月16日，西湖区法院认为由于店家始终

未能调出买家提供样图的颜色，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履行，根

据定金罚则，作出了店家双倍返还赵女士2万元定金的判决。

　　后店家向该院提起再审，要求撤销一审判决，请求依

法改判驳回赵女士所有诉求或发回重审。2021年8月11日，

西湖区法院在再审庭审结束后主持调解，买卖双方互谅互

让，达成和解，店家当庭向赵女士返还

一万元定金。赵女士向12348公共法律

服务热线平台等单位发来表扬信并赠

送锦旗。

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周春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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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具色差起纷争 一万元定金终退买家
杭州市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案例

沈阳着力打造人民满意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提升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层次多领域法治需求

□ 本报记者  韩宇

□ 本报通讯员 李戬

　　

　　前不久，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五

三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工作人员携

带“村居法务助手”，对一起因业主房

屋漏水发霉引发的物业纠纷开展诉

前调解。工作人员通过“村居法务助

手”与律师进行现场连线，为当事双

方答疑解惑，最后商定出妥善的修缮

方案，这起长期纠纷就此彻底解决。

　　2021年5月，沈阳市在浑南区启

动智慧化公共法律服务试点工作，在

部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配备可移

动式“村居法务助手”设备，通过律师

在线视频方式，为社区、学校、企业等

提供法律咨询、法治宣传和纠纷调解

等服务。

　　科技赋能促进公共法律服务质

效提升，只是沈阳市着力打造人民满

意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沈阳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围绕新时代人民群众

多层次、多领域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

以均等化、便捷化、优质化、多元化、融

合化、精准化为发展目标，着力提升公

共法律服务供给能力，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二团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工作人员一直以来热情接待群众法律咨

询，耐心解答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积极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图为2月10日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工作人员在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本报通讯员 田金凤 摄  

□ 本报见习记者 杨佳艺

□ 本报记者   张 昊

  2021年被司法部授予“‘法援惠民生 扶贫奔小

康’品牌活动表现突出单位”荣誉称号……重庆市

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自1999年成立以来，始终将维

护好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认真开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

目，为广大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搭建起“法治桥梁”。

  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始终关爱困难群众，

积极服务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

人五类“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援助对象，以法

律援助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段某某一家曾是建卡贫困户。现在他逢人

便说：“感谢法律援助帮我索赔10万元，把我从

‘返贫途中’拉了回来。”

  2019年3月，段某某在山西太原某建筑工地

做工时受伤，此后向包工头索要赔偿时，包工头

却以各种理由搪塞。

  村里的帮扶干部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与

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联系。据法援中心工作人

员了解，段某某一家六口，主要经济来源为段某

某的打工收入，若段某某得不到及时赔偿，将致

这个家庭返贫。

  核实清楚情况后，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决定为

段某某维权，并指派当地某法律服务所承办此案。

经过工作人员不懈努力，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段某某也于2020年春节前拿到了全部赔偿款。

  脱贫攻坚期间，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通过

“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共办理建卡贫困户法律

援助案件608件，实现贫困户和贫困村法律援助

全覆盖，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精准扶贫作出

了积极贡献。

  作为农业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云阳县每

年的法律援助需求量都在1500件以上。云阳县法

律援助中心将矛盾纠纷化解置于优先位置，尽

量以调解或和解方式解决纠纷。

  张某某、李某某等50名农民工系云阳县某

服饰厂工人。服饰厂因资金短缺被迫停产，共计

拖欠50名农民工工资22万余元。为此，张某某等

人多次找服饰厂索要工资，并到劳动监察部门

投诉、信访，但都无功而返。

  经人介绍，他们到云阳县法援中心提出申

请。接到申请后，中心当即指派专人办理此案，

帮农民工拿回了22万余元欠款。

  这是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开展“为农民工

追讨欠薪法律援助专项行动”以来，成功办理的

一件影响较大的案件，也是法援中心化解矛盾

纠纷的一个缩影。

  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始终坚持法律援助便

民利民工作理念，采取多种措施为困难群众寻求

法律援助提供便利。对70岁以上老年人、军人军

属、农民工等提供优先接待、优先受理、优先指派、

优先办理、优先回访“五优”服务；逐步实现对工

伤、工资等案件受援人不分户籍区域，不再审查

经济状况；扩大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将劳动保障、

食品药品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其中。

  为使法律援助服务更加精准、全面提升受援人

的法治获得感，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还推行律师

“点援制”，充分尊重受援人意愿，受援人可根据自

身情况自主选择相关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2021年8月，身患癌症的吴某因丈夫未尽扶

助义务到云阳县法援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工作

人员出示全县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册

后，吴某选择了法律服务工作者万成碧作为其

法律援助代理人。

  万成碧和工作人员帮助吴某和其丈夫在一个

月内达成了调解协议，吴某的丈夫同意每月支付吴

某生活费、医药费5000元，吴某对结果十分满意。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至今，“中彩金”法律

援助项目案件的受援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援助

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有1105件，占受理

总数的68. 54%。

  近三年来，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中

彩金”法律援助案件1612件，为困难群众避免或

挽回损失5870多万元。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不断提高服务能

力和专业化水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

振兴，努力把‘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打造成人

民群众满意的公益品牌。”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

主任郭可明说。

云阳法援为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搭起“法治桥梁”

■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惠民生法援行 ■

  图为1月11日，沈阳市法律援助志愿者为幼儿园女教师提供现场法律咨询服务。              刘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