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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严峻也阻断不了司法办案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官司还能打吗？”“保全手续还能办吗？”

“庭审会不会暂时中止？”……2022年国庆节后，

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河南，郑州、濮阳、许

昌、新乡等多地防控升级，居家的诉讼当事人

纷纷给相关法院打电话、网上咨询。

  他们中很多人没想到，法院的办公电话不

仅畅通无阻，还可通过网络视频表达诉求、参

与调解、签署调解文书，立案、庭审、执行等工

作正常进行。

  “智慧法院建设犹如给法院工作穿上了

防护服，保障了法院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哪怕在疫情期间也得保证办案正常化。”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信息处处长王晓东形象地

说道。

  河南高院统计数据表明，2022年10月8日

至11月8日，全省法院网上开庭超3万次，占开

庭总数的43.54%；电子送达92.2万余次，占送达

总数的87.7%；网上立案15.8万余件，接听12368

热线电话11.5万余个；网上执结执行案件5.3万

余件。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郑州等地法院

进行采访，了解抗疫背后的智慧法院如何突破

传统的“面对面”办案模式。

敲敲键盘能立案

  “一个熟人借我的钱快过诉讼有效期了，

如果不起诉，这个钱可能就打了水漂。疫情防

控期间我又出不了家门，这可咋办？”10月30日，

郑州市民张某拨通了郑州高新区人民法院

12368热线电话。

  “疫情期间，当事人申请立案不受影响。网

上立案非常方便，只要有网络，您随时可申请。

您和律师可通过访问河南省诉讼服务网，点击

‘网上立案’登录或者注册。律师可以直接点击

诉讼服务网首页的律师平台登录。”接线员回

答说。

  “我在网上申请立案时遇到问题咋办？”张

某紧接着问道。接线员回答：“您登录郑州高新

区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面有‘法院网上立案

系统操作手册’，从网上立案的入口，以案件当

事人、诉讼代理人角度介绍了操作方法。如果

您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随时拨打12368热线电

话，24小时都有人接听。”

  “疫情防控期间，郑州两级法院立案正常

化。这得益于智慧法院的建设。”郑州中院新闻

发言人胡志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是在

平时，为更加便民利民，我们也倡导群众选择

网上立案。当事人不用去法院，坐在家里敲敲

键盘，24小时随时可以办理立案。”

  “我们还在市区律所和社区设立完成十几

个5G便民诉讼服务站。服务站设立网上诉讼

引导员，为群众、律师提供免费的在线全流程、

全业务、一体化电子诉讼服务。服务内容涵盖

网上立案、网上保全、网上开庭、网上执行、网

上信访、网上阅卷、电子送达、网上缴费等，实

现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办理法院所有网上诉讼

业务。”胡志勇说，2022年10月1日至11月10日，

郑州两级法院网上立案3.8万余件，网上立案率

为99.94%。

  地处豫鲁冀三省交界的濮阳市，疫情防

控任务同样繁重。为切实维护诉讼参与人合

法权利，濮阳两级法院均明确提示，提倡各诉

讼参与人采取非接触方式参与诉讼，通过河

南法院诉讼服务网、河南移动微法院、人民法

院调解平台、律师服务平台、12368诉讼服务

热线电话等线上方式办理立案等诉讼服务

事项。

  “全省法院立案工作没有受到疫情的影

响，做到了应立尽立，确保当事人的诉权不受

影响。”河南高院立案庭庭长张云龙介绍说，

疫情期间，全省法院畅通河南法院诉讼服务

网、在线服务平台、律师服务平台等网上立案

渠道，接收跨域立案、邮寄立案，通过12368热

线提供法律咨询、立案指导、联系法官等

服务。

  张云龙说，网上立案除了给当事人带来极

大便利，对立案法官来说，也减少了重复劳动，

提升了工作效率。经审核，网上立案申请符合

相关要求的，立案法官会及时审核通过，并按

规定办理立案手续。完成立案登记后，系统会

在服务平台上显示并发送手机短信通知当事

人或其诉讼代理人，提示在指定期限内交纳案

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审核未通过的，系统会

标明原因并在次日通知当事人。

网上开庭效率高

  “这是我们法院制作的在线诉讼短视频教

程，用于指导当事人如何使用在线诉讼，您先

看一下，如有不明白的地方，随时联系我。”疫

情期间，郑州两级法院主审法官在征求当事人

网上开庭的意见时如是提醒。

  “让当事人提前熟悉在线诉讼流程，能提

升网上开庭效率。”郑州中院副院长李广湖说。

  11月11日9时，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郑

州中院5G智慧法庭开庭。原告、被告和法官分

处三地，通过智慧庭审平台连线开庭。

  开庭前，当事人通过在线诉讼短视频教

程，已经熟悉了在线诉讼流程，在主审法官蒋

德军主持下，整个庭审过程规范有序，不到一

个小时就完成了“隔空”庭审。

  “第一次参加网上开庭，感觉挺方便的，画

面和声音都很清楚，而且避免了人员聚集，疫

情传染的风险。”庭审后，被上诉人王某说。

  疫情期间，在郑州两级法院，“云庭审”“云

调解”已成为常态。

  李广湖介绍说，近年来，郑州两级法院不

断加大信息化建设，利用5G网络、数据中心、

大数据等新技术，建设了河南省首家5G庭审

系统，实现了超高清晰、无时延的网络庭审，

以及在线证据提交、证据交换、询问、调解、庭

前会议等多用途、多场景、全流程的诉讼

服务。

  如今，像这样的5G智慧法庭在郑州中院就

有20个，刑事案件审判也得以正常开展。

  “网上开庭，避免案件因疫情而延迟诉讼

时限。”郑州中院刑三庭员额法官竹庆平举例

说，为确保上诉人陈某平等24人诈骗案按时开

庭审理，他与合议庭成员利用远程视频提审系

统，与看守所在押被告人进行视频提讯，同时

与辩护人电话沟通，听取辩护意见。合议庭仅

用半天时间，就将该案审理完毕。

  “近期，我已通过网络视频提审9案46人，

审结二审刑事案件8件40人。”竹庆平感慨道，

这不仅有力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提高

了办案效率。

  在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网上调解已成

为处理民事纠纷的有效手段。11月4日，员额法

官毛大帅利用一天时间，通过线上调解，成功

调解了原告王某等20人与被告河南某置业公

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当事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后，毛大帅随即通过电子送达的方式向

双方送达了法律文书。

  “没想到疫情期间办案效率也能这么高！”

“案件及时了结，让我们企业放下了诉讼包袱，

及时处理复工的相关事宜。”本案原告、被告均

表示满意。

  “我们将网络庭审与诉讼服务进行有机结

合，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大力推广‘网上办’，努

力减少操作流程，简化手动程序，最大化满足

了当事人的司法需求，将疫情对人民群众司法

需求的影响降到了最低。”毛大帅说，网上调解

压减了当事人的诉讼时间成本，调解成功即通

过平台将裁判结果送达双方当事人，提高了

质效。

审判执行不停摆

  “我在隔离期间，法官通过视频询问我案

件情况，让我切实感受到了疫情无情司法有

情。”申请人李某深有感触地说。

  李某申请某企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进入

执行程序后，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李道胜第一时间进行总对

总线上查控，发现某企业名下无财产可供执

行。考虑到受疫情影响，某企业发展不景气，李

道胜多次线上与李某沟通，最终李某答应进行

调解，给被执行人多宽限一些时间。随后，李道

胜又与某企业负责人沟通，让其先支付一部分

款项，帮助李某渡过难关。

  李道胜反复与当事双方沟通，促使双方达

成执行和解。

  “疫情期间，我们大力推进网络办案、微信

办案、电话办案，采用灵活机动的线上‘不见

面’方式处理执行案件。”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郑州片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杨军说。

  “一方当事人被隔离在方舱医院，还能通

过线上进行询问。”提起线上办案，河南高院员

额法官于跃辉连声说“没想到”。

  11月2日，按照原来的传票通知，于跃辉要

对苗某进行询问，而其被隔离在方舱医院。于

跃辉征求其是否同意网上进行，其表示同意。

于是，询问准时进行。

  “经历了网络庭审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的

过程，当事人语音转换越来越准确，网上传输

材料越来越便捷，一键入卷实时生成电子卷

宗，一键发送给当事人送达各种材料。网络庭

审现场，当事人线上提交证据、材料、意见，现

场展示证据，实现‘面对面’的质辩，保障了当

事人各种诉讼权利。”于跃辉感慨道。

  “我在疫情严重期间共开庭、询问案件41

件（次），当事人无论是否封控，都能上线出庭

参与开庭、接受询问。”于跃辉说，当事人的急

难愁盼问题没有因为疫情而被搁置。

  “疫情之下，全省各级法院执行干警实施

‘云办案’，运用网络冻结、划拨、查封等线上执

行措施，开展执行约谈、执行和解、案款发放等

线上执行工作。当事人也可进行线上约谈、申

请调查令、上传材料等。”河南高院执行局副局

长梅建桥介绍说，本轮疫情期间，全省法院共

执结执行实施案件51435件，办结执行审查案

件1918件，首次案件实际执行到位金额50.67

亿元。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形势下，河南智慧法

院建设，使审判执行工作“不停摆”“不断档”，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有力司法保障。

漫画/高岳  

调查动机

  近期，多地疫情汹涌来袭，给

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

对于很多当事人来说，他们还有

另一个烦恼：出不了门有纠纷怎

么去法院立案，已立案件会不会

久拖不决，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

保障？

  效率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

现。近年来，人民法院深入推进智

慧法院建设，旨在为人民群众提供

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疫情期间线

上司法服务供给水平，检验智慧法

院成效，考验司法为民初心。

  法院到底干得怎样？记者深

入河南法院进行了调查采访。

河南智慧法院建设确保办案“疫”刻不停

□ 本报记者 赵丽

  卡塔尔世界杯已经火热开赛，吉祥物“拉伊卜”在开

幕式上惊喜亮相。据报道，吉祥物“拉伊卜”的商标在国内

已被抢注，目前正在“注册申请中”。

  商标抢注这一行为近年来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世界

杯、奥运会这样的顶级体育赛事期间，获得广泛关注的吉

祥物、运动员最容易成为商标抢注的目标。

  比如，今年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2019年以

来，与“冰墩墩”相关的商标一共有173个，不过除了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申请的各类商标成

功注册以外，其他商标均处于商标无效或等待实质审查

阶段。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吉祥物“扎比瓦卡”商标曾被

个人或公司申请注册近20次，最终均未注册成功，显示为

“商标无效”。

  长期从事相关实务操作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莎告诉记者，由于违反商标法相关法律规定，实践中此

类商标通过注册申请的概率很小，即使商标注册申请人

使用不正当手段使此类商标通过注册申请，商标局也可

以以该商标“有损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依职权主动

撤销或对该注册商标宣告无效。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即使注册成功的概率

几乎为零，仍然有人“乐此不疲”。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

露，20余年来，世界杯及其相关商标被个人或企业数百次

抢注。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顺德认

为，这主要是因为抢注商标后可以获得丰厚利润，不少商

家受利益驱使参与其中。

  常莎告诉记者，世界杯、奥运会及其相关商标被一次

次抢注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商标包含的商业价值，此类具

有国际价值的商标一旦注册成功，可以节省大量的广告

宣传和开拓市场的成本，利用此类高知名度已经获得的

品牌效应推销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进而达到占领市场的

目的。

  “蹭热度的商标注册都可能被商标审查人员判定

为恶意抢注，一旦被判定为恶意抢注，商标局通常会以

商标法第四条‘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

和第十条第八款‘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

他不良影响的’为由，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上海兰迪

（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程绪告诉记者，商标的抢注

不仅浪费行政资源，还属于违法行为，可能侵害他人的

名誉权和姓名权等。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也

加大了处罚力度，对一些恶意抢注人和代理机构进行

了处罚。

  常莎告诉记者，我国现行的商标法第四条、第十三

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四条共同组成了恶意

抢注商标行为规制体系，“对于此类行为可以被认定为恶

意抢注，恶意抢注行为因需要相关行政审核人员进行审

核确认，属于浪费行政资源”。

  近年来，恶意抢注国内外知名商标、商号、名人姓名

的行为屡见不鲜，当事人抢注成功后，将商标闲置，待价

而沽，甚至同一主体囤积数量多达几百件甚至几千件商标。恶意抢注囤积商标成了某

些企业、个人的生财之道。

  在国际商会市场营销与广告委员会委员、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菲看来，大

型赛事标识屡遭抢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知识产权规则意识的缺失。王菲说，大型赛

事标识的抢注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水平不高，以实际使用为目的；另一

类是受过一定教育，具备一定商标知识，此类申请人不一定以实际使用为目的，有的

甚至是为了囤积商标，企图以许可、转让、维权等行为牟利。

  “商标抢注及非正常注册行为的不断产生，主要还是违法成本低，部分申请人及

代理机构守法意识、道德意识弱。”常莎说，过低的商标注册成本也会导致商标注册门

槛降低，目前商标申请的费用大体为300元（电子提交仅270元）。各地出台政策扶持、

奖励商标注册本来是好事，但在客观上也为专门从事商标抢注、囤积等职业人员降低

了成本。

  “对于专门从事商标抢注、囤积等职业人员，通常是超出使用需求之外囤积商

标、以销售或转让为目的注册商标，不仅会对商标注册秩序产生冲击，亦会影响有正

当注册需求的市场主体依法注册商标，增加其注册商标的成本，损害不特定多数商

标申请人的利益。”常莎说，大量恶意申请极易引发商标异议、商标争议乃至行政诉

讼，会消耗宝贵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造成严重的社会资源浪费，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即使恶意商标申请人将商标转让给他人，也不能因此将申请恶意商标的行为正

当化。

  对于从事商标抢注、囤积等职业人员，王菲认为，这和商标代理人的从业门槛较

低，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参差不齐有关，“除了通过立法进行规范以外，还应

该加强行业自治组织内部的专业训练、考核”。

  “代理机构不能申请与自身服务无关的商标，所以代理机构没有‘囤标’的可能

性，不过目前倒是存在个人或者公司囤积大量商标转让牟利的情况。”曾在重庆市版

权保护中心任职，有6年著作权及相关业务纠纷处理经验的张程绪告诉记者，随着主

管部门加大打击力度，已经出现很多打击囤积商标的案例。比如，有的公司或个人因

为手上囤积大量与自己服务无关的商标而被判定为“囤标”，商标局以此驳回商标转

让的请求；同一批次提交商标的数量过多，也会被判定为“不以使用为目的”，从而驳

回注册申请。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此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对违反诚

实信用原则、恶意抢注商标图谋不当利益的申请人及其委托的商标代理机构依法依

规进行严肃处理，从而提高违法成本。

  今年4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持续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通知》中明确

了强化整治重点，打击典型行为，强化整治以“囤商标”“傍名牌”“搭便车”“蹭热点”为

突出表现的商标恶意囤积和商标恶意抢注行为，重点打击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背公

序良俗，谋取不正当利益，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典型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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