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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新桥 刘志月

□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欢

  早上8时许，打开电脑，倒一杯水，登录人民法院综合

信息管理平台，王思琪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王思琪是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立案窗口的

一名工作人员。

  在线审核一份立案材料需六七分钟，王思琪和另两位

窗口同事一道，日均审核各类民商事案件200多件，平均立

案时间为1天。

  王思琪和同事在电脑前忙碌时，汉阳法院驻区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中心法官周晶成功调解了涉及某小区的4家物

业公司及21户业主之间关于物业服务费、不当得利系列

案，充分维护了各方合法权益。

  这是3月下旬的普通一天，也是汉阳法院优化营商环

境的缩影。

  《法治日报》记者从汉阳法院获悉，在湖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组织的2021年全省中基层法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工作考核中，该院在全省111家基层法院中排名第一。那

么，这家法院究竟是如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

先行裁判示范诉讼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一案先行判决，180余起纠纷快速化解。

  去年3月，汉阳一楼盘逾期交房，6位业主代表到法院

起诉，开发商一审、二审均败诉。

  按照生效判决确立的赔偿规则，汉阳法院组织业主代

表、律师、开发商进行三方会谈，促成180多位维权业主与

开发商进行诉前调解，一起群体性纠纷得以快速化解。

  “这种方法我们已运用到很多案件中。”周晶介绍，该院

在示范诉讼中探索出“三步走”模式：第一步细化案件裁判，

打造示范样本；第二步实行门诊庭审，放大示范效应；第三步

借力特邀调解，促成批量化解，妥善化解多批次系列案件。

  “先行裁判+示范诉讼”是汉阳法院推动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的创举。

  汉阳法院去年推动建成武汉市首家由党委、政府主导

的区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并派出法院团队进驻中心

开展指导调解、诉调对接等工作。

  此外，汉阳法院发挥诉讼服务中心多元解纷功能，依托

与行政机关、行业协会等组建的“法院+公证”“法院+银调中

心”等涉企专业联调平台，大力开展委派调解、联合调解。

  2021年以来，汉阳法院将3368起涉企纠纷化解在诉前，

为企业节约诉讼成本340余万元。

  “法官的办案理念也发生转变。以诉前财产保全为例，

申请人现在提出申请，我们会进行基本举证质证、推动诉

前调解。”汉阳法院院长闫小龙告诉记者，该院要求法官在

办理商事纠纷案件中，树立善意文明执法理念，既做形式

审查，也做实质审查，尽量将对企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汉阳法院现已将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表嵌入办案系

统，成为涉企案件办理必经流程，形成从立案到执行全流程

评估格局。2021年以来，评估涉企案件13828件，评估率100%。

贯彻柔性执行理念

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因一起货物买卖纠纷，法院判决武汉某建设公司向湖

北某物资公司支付货款60万元及利息。该物资公司向汉阳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受理后，执行员姜小平向该建设公司送达自动履

行义务告知书，劝说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经释法析理，该建设公司随即履行了执行义务。

  2021年8月，汉阳法院出具了武汉市首份自动履行证

明书。

  这种柔性执行理念已成为汉阳法院人的共识。

  “在立案之初向被执行人送达自动履行义务告知书，

并将其嵌入执行办案系统，已成为我们执行办案的必经程

序。”姜小平介绍，该院对自动履行生效判决义务的企业，

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信用“背书”。

  汉阳法院现已形成“敦促+激励”“评估+和解”“限高+惩

戒”的涉企执行案件办理“三步法”，推动形成倡导守信、鼓励

诚信、惩戒失信的社会信用导向，并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全市法院推广。

  今年3月，汉阳法院还出台涉企案件执行措施的负面

清单。该负面清单上明确回答了企业账户能不能封等焦点

问题，规定被执行企业在基本账户之外有其他账户存款

的，不应首先冻结其基本账户内存款；对具有使用价值且

继续使用对财产价值无重大影响，不得使用“死封”。

  2017年，湖北某公司因经营不善，欠下近7000万元巨

债，申请执行人陆续到汉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员李湘琼实地调查发现，该公司厂房、车辆、机器

等由另外一家公司租用。经释法说理，租赁双方同意采取

以租抵债方式，租金交于法院指定账户，用于偿还被执行

人所借欠款，5年来累计执行到位1300万元。

  “这种以租抵债的形式不仅能使闲置的厂房合理利用

起来，还能够更大限度地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李

湘琼说。

创新破产审判机制

僵尸企业快速出清

  “贵院打破常规、勇于担当，对破产债权争议诉讼案件

按件收取100元诉讼费，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我公司向贵

院致以最真挚的敬意和感谢。”

  在汉阳法院债权确权案件卷宗里，记者看到一封感谢

信，落款为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该资产管理公司向汉阳法院提起破产债

权确认诉讼，并按照当时的诉讼费收费标准缴纳了340余

万元诉讼费。

  2021年5月，汉阳法院被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

组指定为优化营商环境先行试点单位，推行破产债权争议

诉讼收费“100”项目。试点以来，该院已累计为破产债权争

议当事人节约诉讼费400余万元。

  “以往都是按照财产标的收费，这给债权人造成很大

负担；采取案件收费后，风险成本可控，当事人有更大信心

推动破产审判进程。”汉阳法院民二庭法官董泽锋说。

  破产案件审判周期长、审理难度大，是全国各地法院

面临的共性问题。

  汉阳法院通过系列“小切口、微创新”方式，努力降低

企业破产程序运转成本，推动僵尸企业快速出清。

  3月15日，董泽锋通过免费网络平台召开武汉某中小

微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会议，并顺利通过该公司债

权审查报告和财产管理方案。

  这是汉阳法院首例适用破产案件简化审理方式并运

用免费网络平台办理“执转破”案例。

  “我们坚信在以贵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积极推动下，

我们全省、全市必将会打造一个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营商法治环境。”上述感谢信结尾，某资产管理公司说出

自己的祝愿，也道出了汉阳法院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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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姜晓蕊

  由于快递被他人代签，维权陷入

僵局——— 来自浙江温州的张文（化名）

没有想到，自己的快递被代收点代签

后丢失了，他找物流公司投诉，却因

“已签收”被对方“踢皮球”。

  快递员给出的解释是每天需要完

成一定的工作量，如果全部等待收件

人验货再签收，就很难完成工作量，因

此只好将快递送至代收点，并替收件

人签收，再通知收件人自取。

  “快递在送达代收点后，被工作人

员扫码代签，随后摆放在货架上等待

自取，就在这时，另一名收件人将快递

拿走了。”张文后续通过代收点的监控

视频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张文认为，快递员未经其同意擅

自把快递放在代收点，代收点又管理

不善，最终导致其快递丢失。

  张文的经历并不是孤例。在天津

蓟州，《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大

多数小区能送快递上门的只有两三个

快递品牌，其他快递一律被放在门口

超市或者附近代收点。快递员一般是

将快递放在代收点后，才会短信通知

收件人，甚至不通知，也不会提前询问

收件人是否可以放在代收点。

  “很多快递员都不通知收件人，直

接将快递统一放在代收点，让收件人

自取，而且一般是系统自动发送取件

码，并告知收件人去哪个代收点取

件。”家住天津蓟州的魏巍（化名）结合

自己取快递的经历说。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一种现象：快

递除了被快递员擅自送至代收点外，

还有的快递被放进快递柜，再由快递

员向收件人发送一条取件信息并附带

取件码，取件码被扫描后，系统会自动

认为快递确认签收，但在这期间收件

人无法检查物品是否被损坏。

  近年来，网购规模越来越大，配送

问题随之凸显。为解决配送“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快递柜、快递代收点等应运而生。据

了解，快递代收点主要开在一些小区附近，既有

以加盟形式开的专门代收点，也有一些便利店、

房产中介兼营代收业务。

  记者近日随机采访多人发现，“没通知有快

递就被放到代收点，离家1公里远”“特意备注不

要放代收点，还是放了”“去代收点好几次都没

人”“拿快递东奔西走就像开盲盒”“快递服务是

标准化服务，服务协议约定的是送到门的配送服

务，有些贵重快递需要当面开箱验收，

生鲜需要马上保鲜处理，如造成损失

该谁承担”……原本为方便消费者而

设立的快递代收点，近年来却被消费

者频频吐槽。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代收点不尊重

消费者的选择权，取件时间不合理，快递

被随意堆放，丢失快递等现象时有发生。

  有快递员告诉记者，许多有代收

点的地方根本没有快递员，而是由快

递站将快递分好后，分配给代收点，代

收点再通知收件人扫码取件。

  而根据2018年5月1日施行的《快

递暂行条例》，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

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

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

  既然有相关规定，为何代收乱象

仍然频频出现？

  在北京物资学院教授邬跃看来，

快递企业对末端员工采取加盟的方

式，造成了即使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和

行业规定，快递员在没有各项保障的

情况下，也难以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随着快递行业的业务量快速上

升，快递末端的激励体制没能很好地

适应目前市场化的需求，进而导致在

快递末端这一环节中，消费者和快递

员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快递物流行

业专家赵小敏说。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

治理代收乱象需要多管齐下。代收点

本是为方便消费者服务的，应优化管

理，提升服务质量。建议快递企业优化

对快递员的绩效考核和奖惩措施，让

快递员有提升服务的动力；通过合同

等方式理顺快递企业与代收点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快递企业要加强对代

收点的监督；邮政监管部门也要加强

对快递企业和代收点的监管，可通过

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快递

业务经营许可证等方式，督促快递行

业提升服务质量。

  “在政策层面，要加快引导民营快

递企业主体转型升级，让企业来维护

员工的生存利益，履行企业市场主体的社会责

任，同时也要改进完善快递市场的政策法规体

系，补全政策法规的短板。快递企业也要加强员

工的培训与法治观念的培养，以罚为主、以罚代

管的管理方法需要做出改变，人文关怀要更多一

些。”快递物流业专家刘建新说。

  赵小敏也从快递末端角度提出建议：快递员

的保障福利机制应进一步完善，同时快递员也应

提升自身竞争力，做到“送好每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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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法治化营商环境
何以位列湖北第一
武汉汉阳法院全流程全方位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