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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吕佳慧

　　

　　1月21日上午10点，《法治日报》记者走进浙

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临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阳

光温暖，窗明几净，一排红彤彤的灯笼高高挂

起，年味已然浓厚。

　　在中心一角，有一个公共法律服务点———

“小哥之家”，民法典、劳动法、新业态劳动者法

律服务指引等法治宣传折页以及血压仪、医药

箱、微波炉、冰箱等设备一应俱全。

　　这里不仅是“小哥之家”，更是临平区打造

的“新临法援”工作站。

　　一名年轻人神色焦急，匆匆赶到，跟值班的

律师陈太田打手势比划起来。

　　“小伙子别着急，有什么想说的你就打字给

我好了。”陈太田拍着他的肩膀安慰。

　　在他的耐心引导下，年轻人小吴通过微信

与他沟通。

　　原来，小吴是一名聋哑人外卖骑手。不久

前，小吴送外卖时与别人的电动车发生碰撞，肋

骨轻微骨折，他想要找对方理赔，却不知道该准

备哪些材料，所以来这里寻求律师帮助。

　　“你需要准备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医药费

垫付票据、病历，后续理赔的时候如果协商不

了，你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陈太田飞快地

在键盘上打着字，将小吴的疑问一一解答。担心

小吴理解不了专业术语，陈太田又拿起一本《外

卖配送员权益保障服务指引》递到他手中。

　　看着手机屏幕上一连串详细的回答，小吴

的眉头逐渐舒展。

　　近年来，临平区新就业群体人数突破了万

余人次，以外卖、快递、网约车为代表的新业态

劳动者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新业态劳动者对权

益保障的需求也日益凸显。

　　临平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安晓静告诉记

者，为给新业态劳动者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临

平区大力推进“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建设，

去年5月，临平区司法局联合区总工会嵌入式建

立了3个“新临法援”工作站，委托三家律师事务

所，每周安排律师固定时间到站点值班，为有需

要的劳动者提供法律服务，实现法律援助零距

离，新就业群体“in无忧”。

　　不仅如此，去年4月，临平区在浙江省内率

先发布《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服务指引》，后又

推出《网约车司机权益保障服务指引》等文件。

　　一本小小的册子，包含着各类纠纷的维权

流程，简单清晰，十分全面。

　　通过设立“新临法援”工作站，临平区配齐

专业律师力量，点对点为新就业群体服务。去年

以来，工作站已开展普法专题讲座12场，为530

余人次提供咨询、代书、援助、调解等一站式法

律服务，减免法律服务费110余万元。

　　“小宋，新年好啊，最近怎么样？”此刻，工作

站里另一名值班律师童昀，正给一名快递员当

事人做着电话回访。

　　电话里，小宋的声音很是高兴：“我现在在

老家，一切都好！网上调解太方便了，我很快就

拿到了工资，童律师，真的谢谢您！”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童昀正忙着给身在湖

北老家的小宋调解薪资纠纷。

　　“小宋之前在临平工作，跟快递公司有薪资

上的纠纷。那时他工牌上交，人也回了湖北，一

时间赶不过来，无奈下只能致电临平区法律援

助中心寻求帮助。中心指派我受理了这个案子，

在小宋的委托下，我帮助他做了远程调解。”童

昀说。

　　为了帮助小宋尽快拿到拖欠的工资，童昀

和调解员一起，多次与快递公司进行积极协调，他通过专业的法律分

析和耐心地说理打动了公司，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当场支付了拖

欠已久的工资。

　　据了解，临平区司法局健全完善大调解格局，去年以来，已帮助

新业态劳动者化解矛盾纠纷170余件。

﹃
新
临
法
援
﹄
工
作
站
助
力
新
业
态
劳
动
者
权
益
保
护

记者手记

  图为1月21日，记者（右一）走进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新临法援”

工作站，采访驻站律师。

本报通讯员 王浃怡 摄  

　　新业态劳动者工作时间灵活、用工关系复杂，更加需要“短平快”

的法律服务。临平区聚焦新业态劳动者法治需求，通过“新临法援”工

作站、公共法律服务驿站等场所，下沉优质资源、专业力量，让法律服

务之门随时向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打开，让劳动者工作、生活安心

无忧。

记者手记

　　在新春佳节万家团圆的时刻，贵州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的值班律师们仍

默默坚守岗位，时刻保持专注，接听每一通电话，为咨询者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他们用声音传递法律关

怀，让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图为贵州省法律援助中心12348热线话务主

管赵礼春(右二)向记者（右一）介绍情况。

本报通讯员 蒋娜 摄  

□ 本报记者   王鹤霖

□ 本报通讯员 袁  萍 杨潇

　　

　　“您好，这里是贵州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请问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李雪律师接通服

务热线后，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您好，我给

老板干活，老板一直不给我发工资，马上过年了，回

家都没有钱，我应该怎么做？”

　　“您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慢慢说。”李雪在详

细了解求助者的诉求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情绪疏

导，并指导如何收集相关证据，引导求助者依法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1月24日，《法治日报》记者刚走进贵州省法律

援助中心大厅，就听到法律咨询专线电话铃声此起

彼伏，答复声和急促的键盘敲击声交织在一起。

　　12348，一串简单的号码，其价值却非同寻常。

2019年7月1日，贵州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在实

施了省级统筹、一号呼入、集中服务后，接通了第

一通热线，正式拉开贵州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向全省人民免费提供全天候法律服务的序幕。近

年来，贵州省司法厅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

体、网络、热线三大平台融合发展，充分发挥12348

贵州法律服务网、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资源

优势。

　　“12348，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电话号码，对群众

而言，他们能听到公共法律服务的声音，感受公共

法律服务的存在。”王美云律师说。

　　在电脑屏幕上键入工号，登录到接线页面，记

者看到王美云密密麻麻的“接单”信息，这些都是她

通过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承接的法律咨询案件。她非

常自豪地告诉记者，能够帮助遇到困难的群众，倾

听他们的诉求，给予法律意见和心理疏导，感觉这

项工作很有意义。

　　12348热线，每天都会安排不低于16位律师接

线，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打烊。

　　“过年期间，法律咨询电话还是很多的。越是

阖家团圆的日子，越要有人坚守岗位，为有法律

咨询需求的人解答法律问题。或许我的解答未必

能够帮其解决全部问题。但我希望，电话那头的

咨询者，能够从这个春节‘不打烊’的法律咨询电

话中感受到一丝温暖。”吕飞鸣律师向记者感

慨道。

　　谢娟律师告诉记者：“在咨询过程中，对于符合

法律援助条件的咨询者，会及时引导其到法律援助

机构寻求援助。如果发生重大情况，会及时与各相

关部门沟通，妥善处理，值班律师通过解答群众法

律咨询，有针对性地讲解法律知识，为群众在答疑

解惑的同时让他们接受法治教育。”

　　采访期间，咨询电话不时响起，在场的接线员

和驻场律师从始至终耐心解答群众的问题，从法律

角度给群众提供帮助。

　　“群众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节日期间也可

以拨打贵州‘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专业律师

随时解答；如果群众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我们也可

以通过热线平台直接将群众的办事需求生成工单

转至对应的法律援助机构。”贵州省法律援助中心

热线负责人龙誉徹说。

贵州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春节在岗不打烊

□ 本报记者 刘欢

　　

　　“走，上车！”

　　1月24日，农历腊月廿五，湖北省武汉市迎来久

违的雨水。

　　清晨，《法治日报》记者来到武汉市公安局武昌

区分局黄鹤楼派出所，社区民警许晓翔正将米、油、

牛奶拎进车后备箱，邀记者一道“家访”。

　　车行约20分钟，停在路口。沿着略显狭窄凌乱

的小巷，曲曲折折中，我们走进一栋上世纪的老

房子。

　　“婆婆，快过年了，我们来看看你！”推门进去，

老许放下米、油、牛奶，与躺在床上的杨婆婆寒暄起

来，一切都是轻车熟路。

　　杨婆婆今年75岁，和老伴均身患重疾。他们的

儿子辞去远方工作，留在家中照顾二老。

　　老许常记挂这一家人，逢年过节就自掏腰包买

些生活物资，上门看望慰问，排查隐患。

　　18年前，老许从部队转业后来到武昌区公安分

局，数年前调任黄鹤楼派出所。

　　黄鹤楼派出所成立于1951年3月，是武汉最早

建设的派出所之一。

　　“以前社区民警是‘救火式’工作，辖区发案时

配合提供基础信息；随着警务机制改革，现在是‘防

火式’工作，积极参与社区治理，防患于未然。”老

许说。

　　临近中午，回到所里，只见方先生拖着失而复

得的行李箱，兴高采烈地离开。

　　1月22日，方先生驾车送乘客到湖北省人民医

院就医，不慎将乘客行李箱遗失，向黄鹤楼派出所

求助。

　　这样的遗失类警情，黄鹤楼派出所每年都会接

到数百起。

　　派出所辖区拥有黄鹤楼公园、武汉长江大桥等

武汉地标和景区，还拥有司门口商圈、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和9所大中小学校，年均人

流量过千万。

　　其中一起警情，让派出所教导员李勇记忆

深刻。

　　一游客到黄鹤楼游玩，不慎遗失相机。民警找

了两天没找到，游客主动提出放弃。

　　游客离开武汉后，民警仍坚持寻找，最终找到

丢失的相机，并自费寄给游客。游客寄来锦旗表示

感谢。

　　在黄鹤楼派出所一楼，挂满了群众送来的锦

旗，有不少是外地游客通过邮寄方式送来的。

　　在派出所民辅警看来，他们是外地游客了解武

汉的窗口，也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

　　近年来，黄鹤楼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探索实施“警景联动”，每到节假日时全体

民辅警上岗，与景区安保力量协同作战。

　　去年国庆假期，黄鹤楼派出所帮助游客找回走

失、走散小孩20余人。

　　“派出所主防工作，不是等群众找上门，而是要

主动出击。”黄鹤楼派出所所长李贵胜介绍说，针对

电诈警情、矛盾纠纷、禁毒工作等突出问题，该所精

准施策，打造“晓丹反诈”“小明调解”“小龙禁毒”等

“三小工程”，通过以点带面，提升整体防控能力。

　　干练短发，圆圆脸蛋，一口地道东北口音，郭晓

丹具有天然的感染力。

　　2023年，黄鹤楼派出所成立以社区民警郭晓丹

为主的反诈宣防小队，在辖区开展专题巡回宣讲，

深受群众欢迎。

　　郭晓丹打开自己的文件盒，向记者展示她近两

年来的反诈宣讲文稿，厚厚一沓。针对不同的对象，

她都精心设置不同的内容。

　　“我们在社区里没啥惊天动地的事，都是在平

凡小事上的久久为功。”郭晓丹说。

　　随着警务机制改革的深化，黄鹤楼派出所主防

效能显著提升。去年以来，辖区违法犯罪警情大幅

下降，突出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9%，110警情满意率

达99.5%。

　　午后，云雨渐渐散去。远处的黄鹤楼，飞檐翘

角，层层叠叠，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黄鹤。

　　黄鹤楼下，安定祥和的烟火人间，同样也是动

人“枫”景。

黄鹤楼下好“枫”景

记者手记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黄鹤楼上留下了

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些诗篇赋予黄鹤楼深厚的文

化内涵，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

　　黄鹤楼下，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是日升日

落的辛勤劳作，是烟火人间。

　　数十年来，黄鹤楼派出所民辅警们全力守护

历史文化、守护群众生活。日复一日，他们也成为

风景的一部分。

　　黄鹤楼，景美，人也美。

　　图为记者（左一）采访正在路边执勤的黄鹤楼派

出所社区民警许晓翔（中）。

本报通讯员 王静芸 摄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首先，您得先去打个银行流水，保留一下转账

记录，其次您得找到包工头的身份信息……”1月21

日，《法治日报》记者见到江苏六朝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海霞时，她正在给一名讨要工资的农民工解释诉

讼所需的一些证据材料。

　　2023年初，王海霞被南京市江宁区法律援助中

心（以下简称法援中心）选聘为专门办理劳动争议

案件的法律援助律师之一。

　　“这两年我也办了不少案件，发现大部分受援

对象对关键证据的留存还是欠缺的，所以不论是否

会成为受援对象，只要来咨询的，我都会多问一句，

手上有哪些证据材料，这对后续是否可以起诉或者

开展调解，都至关重要。”

　　此前，王海霞就办理过一件直播带货的案件，

就是找到了认定主播王某与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的证据，促成双方达成和解。

　　“平常除了在法援中心窗口值班外，我还在小

龙湾法律援助工作站驻站，尤其是春节前这段时

间，来工作站咨询讨薪事宜的农民工特别多，都想

着年前拿到钱，回家过个好年。”王海霞说。

　　王海霞口中的小龙湾工作站指的是江宁区司

法局设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援助

工作站。2022年，江宁区司法局选聘了4家律师事务

所组成专业团队，专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现场受

理、现场立案。同时，及时掌握群体性劳动纠纷信

息，提前介入，精准为受援人提供服务，帮助他们快

速讨薪、依法维权。成立近3年来，工作站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4000余件，为劳动者追讨工资、经济赔偿

等4000余万元。

　　在法援中心窗口，记者还遇到了江苏中虑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志，他也是窗口的轮班律师之一，也

时常去小龙湾值班。

　　“这两天我还会再去小龙湾值班，尽管年前会

有一波小高潮，但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张志笑

着说。

　　“除了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服务外，外卖骑手、

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群体也是我们重点

服务的对象。”南京市江宁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

晓琴告诉记者，江宁区司法局2023年在江苏省零

工市场设置了南京首个新业态从业者法律援助工

作站，聚焦解决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诉求和现

实难题。

　　江宁区司法局注意到，零工市场与江宁区本地

50余家企业常年保持合作，年均接待求职者3万人

次。“我们在为求职者做好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将

向企业普法作为常态化工作，旨在增强企业风险防

范和依法经营能力，将预防工作做在前。”陈晓

琴说。

　　不仅在零工市场，江宁区司法局还根据法律援

助工作站点功能定位，与区民营经济协会联合成立

民营经济协会法律援助工作站，尽可能将工作触角

延伸到劳动者身边。

把法律服务送到就业市场“第一线”

记者手记

　　记者在采访时感受到，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

点在政策宣讲、风险预警、线索移交等工作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不仅是江宁，江苏各地也将建设、提升法律援

助站点工作作为强化法律援助服务能力的重点工

作之一，目前全省站点覆盖率已达九成以上。2024

年，全省各地想尽办法把法律援助服务送到就业

市场“第一线”。

　　如何让劳动者顺心生活、安心工作，不仅要抓

住关键节点，还要不断创新服务方式，让劳动者安

心无忧奔向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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