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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门诊”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

编辑：卢瑶

2021年2月25日

生了病要去医院看医生，有
了法律问题该去哪里“医治”？近
年来，北京、江苏、山东、重庆、湖
南等地纷纷推出“法律门诊”“法
律诊所”等法律服务形式，通过司
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律师、法
官、公证员等专业法律人士“坐
诊”“出诊”，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
的法律服务，有效打通了法治惠
民“最后一公里”。

创新形式服务群众

“‘法律门诊’借鉴医院的服
务模式和操作流程，以‘广场义
诊’‘律师坐诊’‘专家门诊’‘上
门巡诊’‘综合会诊’等形式，将
优质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满
足群众多元化法律服务需求。”
江苏省常州市司法局局长张加
林介绍道。

据张加林介绍，早在 1999
年，常州市司法行政机关就在青
果巷38号设立“法律诊室”，提供
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2017
年 6月，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在一楼大厅正式设立“法律门
诊”；2018年4月，武进区南夏墅
街道华阳村委会与江苏正气浩然
律师事务所联合共建“法律诊
所”，成为常州首个村级“法律诊
所”；2019年6月，又在全市2300
多名律师中选拔组建60人的“名
优律师团”，在常州市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设立“法律专家门诊”。
“随着探索的深入，服务内容

不断丰富，如今常州的‘法律门
诊’已包括法律咨询、法治宣传、
法律讲座、法律援助、参与网格服
务等多项服务。”张加林介绍说。

如何让法律服务打破时空限
制更贴身更及时？山区面积超 7
成的北京市延庆区给出答案——
打造“法律门诊”。

延庆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
管理科科长何中文介绍，有法律
服务需求的群众可以在司法所

“预约挂号”，工作人员会为其精
准对接专业律师解决问题，目前
已有16家律师事务所的85名村
居顾问律师与延庆正式签约。

针对村民为小问题往返“法
律门诊”成本过高的问题，各司法
所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开展“网诊”
服务；对于复杂的涉法难题，安排
资深律师提供“专家坐诊”服务；
对行动不便或确需上门实地解决
的，提供“出诊”服务；对企事业单
位、学校、社区等，提供“巡诊”服
务……如今，按需定制的“门诊”

“坐诊”“出诊”“会诊”“网诊”逐渐
成为延庆区法律服务的新景象。

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西南政法大学、湘潭大学等高
校近年来也纷纷设立“法律诊
所”，推动教学改革创新的同时，
积极投身实践，为群众提供法律
咨询等服务。

“湘潭大学‘法律诊所’是由

湘潭大学法学学部研究生组成的
公益性专业法律服务团队，自
2010年成立至今，一直坚持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活动，
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治
宣传、诉讼代理和公益诉讼等活
动。”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
表示。

服务水平广受认可

在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门口的名优律师“法律专家门诊”
公示牌上看到王建军的名字时，
钟楼区市民徐卫民有些不敢相
信。王建军是江苏友联律师事务
所主任、常州市委法律顾问，曾担
任常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一直
专注政府、企业法律顾问领域，同
时对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法律
门诊”服务也很有热情。徐卫民今
年到了退休年龄，但因公司缴纳
的社保年限不足，导致他无法办
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待遇。正是
在王建军的帮助下，徐卫民依据
有关法律条款与公司进行协商，
最终顺利拿到待遇补偿。

“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
心。我们优中选优，不仅注重律师
业务能力，更重视公益心和耐
心。”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
任许冬梅介绍说，名优律师团“法
律门诊”成立以来，先后接待群众
来电来访500多人次，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近百件，广受群众好评。
何中文说，截至2021年1月，

延庆区85名“法律门诊”律师已累
计服务62497人次，代写法律文书
239件，提供法律援助46件，协助
村居修订完善村规民约73条，审
查村居经济类合同147份，一系列
法律服务获得村民广泛认可。

针对群众身边的诸多烦心
事，重庆市把大量“法律诊所”设
在农村和社区，提前介入矛盾纠
纷处理，功效逐渐显现，矛盾纠纷
数量不断下降。

“以前，我们将太多的精力用
在解决矛盾纠纷上，没有精力谋
发展。有了‘法律诊所’后，大量矛
盾纠纷得到有效处理，村干部可
以一门心思抓发展，工作起来更
加得心应手了。”在重庆市南川区
红锋村当了22年村支书的姚成
云感叹道。

专家学者高度肯定

针对部分山区距离城区较
远、律师和市民时间错位的情况，
延庆区的“法律门诊”增加“预
约＋分诊”服务，精准定位服务对
象和时间安排，使受惠群体更加
广泛。

不仅如此，有的“法律门诊”
还开进了企业园区。

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
内企业众多，有职工近30万人。

近年来，园区所在的虹梅街道结
合辖区实际，探索出“企业法务沙
龙”“午间法律门诊”“法治共建委
员会”等法律服务形式，有效推动
各方法律服务资源进园区、进企
业、进楼宇，为企业和职工提供扎
实有效的法律服务。

“‘法律门诊’作为法律服务
的基层延伸，可以解决群众家门
口的矛盾纠纷，将其化解在萌芽
状态，既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又
能减轻因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
带来的司法办案压力。”中国政法
大学教授刘静坤认为。

刘静坤表示，“法律门诊”是
新时代“送法下乡”的重要体现，
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法治需求，这种面向基层的法律
服务创新已然成为国家法治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省政协委员、中国政法
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刘
云雷认为，“法律门诊”在新形势
下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法律
服务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需
求，使受惠群体更加广泛，法律服
务覆盖面越来越广，服务质量越
来越高，更加精准地为村民提供
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增强村民

“遇事找律师”的意识。
刘静坤建议，各地可以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和推
广“法律门诊”，为当地群众送上
更多法治关爱与温暖。

（《法治日报》蔡长春）

凝心聚力
榜样支援战疫情

2020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
情打破了人们平静的生活。

从吹响抗击疫情号角开始，
全国道德模范陈若星已经数不清
打出过几百个还是上千个电话，
接听的电话更是不计其数。这些
电话为处于集中隔离与自行隔离
状态的人们进行心理疏导。中国
好人赵雪从去年大年三十开始，
带领社区、物业、党员志愿者排查
枫林绿洲社区所辖13个物业小
区11416户，对排查中发现的36
例有接触史的人员，送去指定酒
店进行隔离留观，还为每一个隔
离家庭设置工作专班，实行“一户
一策”“一人一档”，提供医疗监
测、后勤保障和人文关怀服务。

全国道德模范丁水彬带领孝
老爱亲团队为抗击疫情一线筹
款27666元；中国好人、陕西省道
德模范南国望给一线防疫人员
提供交通出行保障；中国好人、
西安市道德模范朱迎波带领希

望军转团为陕西宁陕基层干部
送去口罩和捐款；西安市道德模
范、西安好人邢延安向疫情防控
一线医护人员和一线防控人员
捐献价值 42.6 万元的蜂蜜和蜂
胶抑菌口腔喷剂……

越是艰难时期，越能彰显道德
引领的强大力量。在这场全国性的

“疫情大考”面前，这些身边好人、道
德模范率先垂范，积极行动。一个个
感人的善举，一幕幕暖心的瞬间，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用自己的责
任与担当，汇聚起了强大的正能量。

道德建设
引领社会新风尚

这是一个爱与奉献的故事。
21年来，段君成用自己微薄

的收入，先后帮助200余名孤寡
老人、孤儿、失学儿童及留守儿
童，捐款、捐物累计17万余元；资
助北京、黑龙江、西藏、江西、陕西
等多省市130余名贫困留守儿童
完成学业……他发起“段君成爱
心志愿者团队”，设立“爱心超市”
受惠群众达近万人。他先后受邀

为大中小学、企业及政府机关义
务宣讲“雷锋精神”50余场，2000
余人聆听，成为航空工业精神文
明建设的典型代表。

这是一个爱与坚持的故事。
她是孝顺媳妇，对患病的高龄

婆婆，全心全意照料；她是可敬妻
子，对瘫痪的丈夫，20余年如一日
不离不弃；她是慈爱母亲，对两个
孩子，再苦再累也要供他们上学。
她是高陵区杨官寨村的一名普通
村民朱小婵，她用柔弱的肩膀撑起
了一个家，一撑就是20余年。

在西安，有许许多多像段君
成、朱小婵一样的身边好人，他们
大爱在心，解危救难；他们播撒阳
光，扶贫济困。

2020年 11月 24日，第五届
西安市道德模范暨西安市精神文
明建设先进集体颁奖典礼隆重举
行。段君成、朱小婵等20位道德模
范及提名奖获得者走上领奖台。

群星璀璨
铸造文明新标杆

欲建文明城，先做文明人。

一年来，西安市委、市政府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坚持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两翼齐飞，把培养
时代新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着
眼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迎十四运
城市文明综合提升工程和“尚德
西安”系统工程，鲜明树立德者有
得、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持续提
升城市治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
度，在共建共享文明城市的创建
实践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

如今，西安这座城市因道德
的滋养而格外精彩，因好人的存
在而更赋有城市厚度。截至目
前，全市共评选上榜“西安好人”
639人，推荐上榜“陕西好人”256
人，荣膺“中国好人”134人，形成
了“西安好人”群体“群星璀璨”
的良好局面，铸造文明新标杆，
为西安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提
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和道
德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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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台
便利老年人办理
出入境证件6项新举措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熊
丰）建立办理证照“绿色通道”、便利使
用办证自助设备、简化办证照片采集
流程……国家移民管理局聚焦老年人
出入境管理服务需求，从4月1日起，
实施6项便利老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
的新举措。

这是记者23日从国家移民管理
局获悉的。为了便利老年人办理出入
境证件，相关单位将建立老年人办理
证照“绿色通道”，设置老年人等需扶
助群体窗口，减少老年人等候时间，老
年人可不经网上预约直接到出入境办
证大厅窗口办理业务，并由窗口受理
人员帮助老年人打印申请表，解决老
年人填表困难。为便利老年人使用办
证自助设备，新举措加强出入境办证
大厅自助设备人工引导服务，为老年
人提供人工咨询、指引等服务和帮助，
协助老年人使用自助采集、自助办证
设备，方便老年人享有智能化服务。

在简化老年人办证照片采集流程
方面，60岁（含）以上老年人申办普通
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或往来台湾通
行证，可直接复用5年内曾办理过的
出入境证件照片或居民身份证照片，
无需现场重新拍照或提供照片。同时，
提供多种证照费缴纳方式，出入境办
证大厅提供使用现金、银行卡、手机支
付等多种证照费缴纳选择，提供现金
支付转换手段，方便无手机支付条件
或无银行卡的老年人缴纳办证费用。

为了改善老年人网上办事体验，
新举措升级改造出入境政务服务平
台，增加亲友代办等适合老年人网上
办事功能，优化操作界面，增设大字
体、大按钮页面展示，方便老年人享受
更多网上便捷服务；开通政务服务平
台证件速递服务，移民局互联网政务
服务平台通过网站、移民局APP、第
三方平台等线上渠道，为老年人等广
大群众提供证件速递、邮费支付、全程
速递信息查询等便民服务。

江苏宿迁：道德模范
点亮城市文明的星空

本报讯（钱进 立新 王菁）2月16
日，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千鸟园广
场东北侧小道上围满了市民，这个广
场上竖立着29块造型别致的公益宣
传牌，集中展示着包括陆迅、卢秀强、
吴新建等一大批宿迁市宿豫区道德典
型的先进事迹，时不时有散步的居民
向孩子们介绍道德模范典型事迹。

侍岭镇有这样七位老人，他们主
动放弃了安逸生活，不顾病痛，以坚韧
不拔之志，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
险阻，历经九年时间完成了《侍邱备
览》一书，为后世子孙留下一份弥足珍
贵的乡愁记忆，侍邱七老当选2018年
4月“中国好人”。

大兴镇新新村75岁叶书翠老人
命运十分坎坷，18岁时父亲去世，哥
哥瘫痪，母亲不堪打击病倒在床。面对
苦难，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
重担。她带着哥哥出嫁，50多年来，悉
心照顾哥哥，始终不离不弃，谱写了一
段感人至深的人间亲情。

曹集乡退休教师臧健，先后为数
十名孤残儿童筹集善款10余万元，免
费为当地留守儿童开设辅导班……

一位好人，温暖人心；一群好人，
德耀宿豫。在宿豫区，这样的好人有很
多。近年来，宿豫区以全国文明城市建
设为抓手，大力实施文明风尚引领工
程，持续开展身边好人、文明家庭等道
德模范选树活动，推荐本土好人参评

“中国好人”“江苏好人”，大力倡导凡
人善举，树立“选好人、学好人、做好
人”的良好社会风尚，涌现出了一大批
彰显传统美德、体现时代精神的模范
人物。

宿豫区还在城区千鸟园广场、文
昌广场、主要商业街、各乡镇街道“小
镇客厅”和农村新型社区等地高标准
打造了21个“好人广场”，设立了677
块宣传牌，用更接地气的形式让“好
人”走进群众生活，让市民在休闲娱乐
的同时了解好人事迹，感受榜样力量。
截至目前，宿豫区已推荐上榜19位中
国好人、3位省道德模范、31位江苏好
人和76位宿豫好人。

精神文明建设是文明城市建设
的重要内容，宿豫区坚持以典型示范
为引领，在积极开展先进典型选树活
动的同时，在全社会宣扬好人事迹，
传播好人精神，打造道德高地，引导
广大群众将好人精神转化为自己的
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为文明城市注
入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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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重如山，道德贵似金。
在这个追求文明、崇尚文明、传播文明的时代，西安着力提高文明热度、增添文明

亮度、提升文明温度，大力弘扬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精神力量，在全市奏响了人间
大爱的交响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