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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欢

□ 本报通讯员 贺玉琼

　　

　　春日融融，沿着湖光山色辉映的汤逊湖畔，行

至高楼林立的藏龙岛街道，一座灰红配色的三层小

楼映入眼帘，国徽高悬，庄严肃静……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

区人民法院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这个1月22日揭

牌的法庭是武汉法院自2022年启动人民法庭阵地三

年提升计划以来的最新成果。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太平说，人民法庭

是人民法院的“神经末梢”，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

前沿阵地。3年来，武汉中院以创建“枫桥式人民法

庭”为抓手，加强法庭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建

设、布局优化调整，人民法院基层基础不断夯实。

提升品质

　　步入经济开发区法庭大门，诉讼服务窗口、科技

法庭、律师休息室、调解室依次排开，在线调解、电子

质证、线上庭审等功能一应俱全，达到一类法庭标准。

　　经济开发区法庭庭长石英介绍，经济开发区法

庭定位为专业化商事法庭，主要审理合同纠纷、与

公司有关的纠纷、保险票据纠纷等商事案件。

　　法庭贯彻“最多来一次，一次就办好”理念，聚

合“一站式”司法服务，运行以来已受理案件100余

件，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注入新生力量。

　　从无到有，是经济开发区法庭的“亮相”；从旧到

新，则是江岸区人民法院岸北人民法庭的“蜕变”。

　　岸北法庭成立于1987年，为更好服务“汉口之

心”高质量发展，岸北法庭选址重建，于2024年3月揭

牌启用。

　　重启升级后的岸北法庭定位为专业化法庭，主

要办理劳动争议和劳务合同纠纷类案件。

　　岸北法庭设置“安薪护企”调解室、示范裁判区、

律师工作室、云上调解室等特色功能区，用足用好

“法院+工会”联动联调机制，打造“安薪护企”特色

品牌。

　　岸北法庭启用以来，共调撤案件600余件，调撤

率近50%，为保障和谐稳定发展贡献“法庭智慧”。

　　3年来，武汉法院新（改、扩）建法庭14个、重启

运行6个。目前，一、二类法庭达33个，占比过半。同

时，设立295个巡回审判点、法官工作室、诉讼服务

站，“庭室站点”四位一体的诉讼服务网络越织越

密，基层基础建设越夯越实。

服务群众

　　走进青山区人民法院红钢城中心人民法庭，

“家”的温馨感扑面而来：各类温馨标语随处可见，

亲子会见室、心理咨询室、沙盘游戏室、情绪解压

室、静好书屋清新雅致。

　　2022年12月，红钢城中心法庭投入运行，打造

“调解、疏导、审理”三合一情景化家事审判场所，融

合法理情推进纠纷实质性化解，营造和谐安宁

环境。

　　“枫”起江城，人民法庭充分发挥前沿阵地作

用，根据区域发展需要、治理需求和自身资源禀赋，

努力提供专业化、精准化、个性化的司法服务。

　　武昌区人民法院水果湖人民法庭坚持专业审

判和诉调对接“双轮驱动”，建设“金融智审一体化

平台”，全链条衔接拓展解纷阵地，协同共治构建善

治格局，维护经济金融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经

济高质量发展。

　　汉阳区人民法院永丰人民法庭构建三位一体

“法航知音”商事共享法庭，实现法庭资源远程共享

和高效利用，打造“一站式”诉讼服务、“一站式”多

元解纷、“一站式”基层治理的“最小法治单元”，筑

牢支点建设的基层治理“底座”。

　　蔡甸区人民法院奓山人民法庭在产业园区设

立“法治共建站”，与区工商联、商会、建筑行业协会

等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多元主体同频共振，形成

支点建设合力，把“加法”做成“乘法”，推动纠纷实

质化解。

　　在武汉，新时代的人民法庭加速成长，以法治

所能服务发展所需。

一庭一专

　　“感谢法院为我们解决了烦心事！”

　　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东湖科学

城人民法庭，某高新技术企业负责人通过“光谷司

法快线——— 司保通号”平台自助机，完成企业经营

风险评估，有效预防了法律风险。

　　从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到跨

区域协作织密知识产权“防护网”，东湖科学城法庭

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擦亮“中国光谷”知识产权保护

司法名片。

　　随着人民法庭专业化转型的纵深推进，武汉新

时代人民法庭肩负着服务城市战略发展的历史使

命，正奋楫前行。

　　强化保护，为创新充“电”。汉南区人民法院湘

口人民法庭定位“种子法庭”，守护“农业芯片”，成

立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联系点，助推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智能制造产业园人民法庭为辖区车企合规经营“把

脉开方”，助力中国车谷“换道”加速。

　　突出畅通，为枢纽加“油”。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意街人民法庭“法官+交警”联动联调，优化道交解

纷流程。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走马岭人民法庭

打造“司机之家”物流业共享法庭，实现“调立审执”

四位一体，护航九省通衢“链”接全球。

　　立足绿色，为发展补“钙”。江夏区人民法院五

里界人民法庭推行环境资源案件“四合一”审判，综

合运用生态修复方式，搭建专业化生态保护前沿阵

地。黄陂区人民法院长轩岭人民法庭深入景区打造

旅游“巡回法庭”，及时化解景区纠纷，为旅游产业

保驾护航，“小法庭”发挥“大作用”。

　　“我们将深入推进‘一庭一品’‘一庭一专’，积

极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更好促进基层社会治

理。”刘太平说。

3年新（改、扩）建法庭14个重启运行6个

武汉法院强化法庭阵地建设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王  晨 董彦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水土光热

资源得天独厚，为苹果生长提供了巨大的优

势，这些苹果享誉国内外，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的“金果果”。

　　2024年10月以来，阿克苏市人民检察院公

益诉讼部门的检察官走访水果交易市场、苹果

种植园，收集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保护方面的

问题，了解果农的困难诉求，以检察之力守护这

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为助力提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

志商标的市场竞争力，2024年，自治区检察院决

定在阿克苏地区开展地理标志检察保护专项试

点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阿克苏分院公益诉讼检察部

负责人宋晓玲说。

　　阿克苏地区现有4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7

个地理标志商标、66家用标企业，阿克苏地区检

察机关以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和知识产权综合履

职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让地方特色农产品特

而优、特而强。

　　库车小白杏皮薄、肉多、味美，果实营养价

值高，深受消费者青睐。2014年，库车小白杏被

批准为登记保护的农产品地理标志。

　　2024年5月，库车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履

职过程中发现，库车小白杏地理标志存在授权

管理混乱、知晓率低等问题，损害果农、企业和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库车市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

察建议书后，相关行政机关与3家本地果品企业

签订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协议，并通过召开座谈

会、组织促销活动，积极推广库车小白杏品牌。

　　温宿大米颗粒均匀、色泽透亮，蒸煮米饭清

香软糯。2018年，农业农村部正式批准对温宿大

米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2024年9月，温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专

项监督中发现，辖区两家企业销售的大米未按

规定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无法保障质量安

全，侵害消费者权益。

　　温宿县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

议书，建议其及时查处侵犯温宿大米地理标志

的行为，完善地理标志使用体系，规范企业合法

经营，严厉打击侵犯注册商标违法犯罪行为。

　　2024年10月15日，该院邀请“益心为公”志愿

者前往温宿县各大交易市场、大米加工厂、粮油

销售店，实地查看温宿大米种植、加工、销售、质

量安全管控全流程，检察建议整改效果明显。

　　“我们将因地制宜，加强与政府部门、司法

机关、知识产权服务公共机构、地理标志行业协会的沟通协作，

促成地理标志保护共识，凝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合力，依法推进

阿克苏地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利用融合发展。”宋晓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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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张海燕 记者近日

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上海三中院

审结一起“销售假冒品牌奶瓶奶嘴案”，在商家

已受到刑事严厉制裁的前提下，法院依法支持

检察机关与被告人李某通过磋商程序提示不特

定消费者免受侵害，并首次创造性地将5万元赔

偿金支付至上海市儿童基金会账户，专项用于

儿童合法权益保护事业。

　　据了解，李某在2022年2月至2023年5月间，在

自己经营的3家淘宝店铺销售假冒“贝亲”品牌奶

瓶、奶嘴（PC材料制成），金额达46万余元。在长

宁区人民检察院已就本案提起刑事诉讼，依法罚

没李某违法所得并处罚金的情况下，上海市人民

检察院第三分院与长宁区检察院依职权另就李

某的民事责任承担与其磋商并达成协议：1.李某

在国家级媒体赔礼道歉并公布涉案产品销售信

息，提示消费者勿使用涉案产品；2.支付赔偿金5

万元至上海市儿童基金会账户，依法用于儿童合

法权益保护事业；3.上述两项内容在协议签名盖

章后三个月内履行完毕；4.协议不免除李某向其

他个体消费者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后双方

向上海三中院申请司法确认。上海三中院依法裁

定检察机关与李某的磋商协议有效，目前5万元

赔偿金已汇入上海市儿童基金会账户。

上海三中院裁定“毒奶瓶”商家向儿童基金会赔偿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