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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市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水乡古

镇，同时也是现代化的新兴工业强镇，

南浔区经济发展支柱产业之一的电梯

企业许多就扎根于此。近年来，涉及企

业买卖交易、劳动用工等方面的民商事

案件逐年增多，练市法庭除了开辟民生

案件绿色通道，实现快立、快保全、快

调、快执“一条龙”外，更定制多重法律

“套餐”，多层次送法入企，从源头上给

予企业司法保护。

在日前举办的练市镇工业经济大

会上，练市法庭干警现场“摆摊”，桌上

整齐地摆放着一摞摞小册子——《企业

常见经营法律风险提示及防范建议60

例》。这本册子涵盖企业合同订立与履

行、企业治理、企业劳动用工、企业物权

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

风险注意要点，同时针对电梯企业众多

的情况，练市法庭还在相关分项下特别

指出企业所需重点关注的法律风险点。

“我们这本小册子可受欢迎呢！我

现在每次去企业讲课都会带上它，不管

是企业老总还是员工，空的时候翻看一

下，就能掌握不少法律知识。”该庭副庭

长盛耀强说。

除了普适性的法制宣传，练市法庭

还根据受理的涉企案件情况，总结企业

经营中出现的法律风险，制定个性化法

律“套餐”。J公司近日收到了练市法庭

发来的司法建议，该公司曾涉一起较复

杂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法官在仔

细研究案件后发现，该案之所以复杂

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J公司印章管理

不善所致。为此，法官提出规范用章管

理流程、印章由专人专管、同时重要合

同除盖公司印章外还需经由公司法定

代表人签字确认后才生效等建议。收

到司法建议的J公司，一周内就向练市

法庭复函，对法庭提出的建议予以采

纳，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印章管

理，规范企业经营活动。

2017年以来，练市法庭已累计向

辖区各村、社区、企业开展普法活动86

次，累计普法1100余人次，发放《企业

常见经营法律风险提示及防范建议60

例》1300余册，向企业发送司法建议4

条，受到广泛好评，并多次获得市级集

体三等功等荣誉。
联村法官与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就一起较复杂案件进行交流

彰显特色亮点 打造法庭品牌
湖州南浔区法院精心打造“一庭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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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南浔区法院下辖双林、菱湖、

练市三个人民法庭，今年以来，该院坚决

将省高院“四项建设”工作部署贯彻落实

到最基层的法庭，根据法庭实际，深入挖

掘特色，打造“一庭一品”建设样板地，亮

出法庭品牌金名片，下辖法庭先后获全

国一等功法庭、首批省级“五好”人民法

庭、首批省级模范“五好”法庭等荣誉。

双林法庭
连锁站点织密辖区便民网

周三上午8点半，双林法庭法官漆

涛整了整衣冠，乘车前往双林镇Y村，他

是该村“水哥法官工作室”站点的联村法

官，每周三是他固定去站点联村的日子，

今天一起赡养费纠纷将在村里巡回

审判。

原告胡某年逾七十，身患疾病且无

固定收入来源，而其一双子女未承担赡

养义务，多次恶语相向。尊老爱幼是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赡养父母亦是道德和

法律上的双重义务，在法理与伦常面前，

两被告渐渐面露愧色，周围旁听庭审的

群众也若有所思。最终法官判令两人分

别支付胡某赡养费500元/月，并均摊其

医疗费用。

“漆法官，你现在去站点吗？我有事

想咨询一下。”刚结束巡回审判，旁听庭

审的一名村民叫住了他。像这样在固定

值班日来访、甚至法官“偶遇”来的访客

并不在少数，为来访者提供相应的法律

咨询服务，指导、参与民调等都是“水哥

法官工作室”站点联村法官的工作日常。

据悉，2011年双林法庭率先推出以

全国优秀法官沈阿水命名的“水哥法官

工作室”，经多年发展后全面转型升级，

重点打造“水哥法官工作室”站点驻村、

法官联村工程，旨在创新社会综合治理、

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打造“枫桥

经验”升级版。

按片区划分确定法官或法官助理联

系的村、社区；深度对接浙江省基层治理

体系“四平台”；与相关部门建立重大纠

纷联调机制，实现纠纷化解“1+N”化；编

辑《水哥法官工作室简报》；开展“巡回审

判、百姓评案”……一系列措施推动“水

哥法官工作室”迈上新的台阶，原有的

20个工作室站点“连锁”至100个，实现

辖区全覆盖。2017年以来，双林法庭已

开展联村服务128次，培训人民调解员

113人次，将490起纠纷化解在人民调

解阶段。该庭先后获得最高院授予的集

体一等功、全国法院先进集体等荣誉，并

三次获评省级模范“五好”法庭称号。

菱湖法庭 特色团队助力渔乡大调解

菱湖镇是淡水鱼养殖重镇，当地大

多数村民从事渔业及相关产业。村民

老钱也以渔业为生，去年年底，鱼药店

老板黄某将其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老钱

欠着鱼药款不肯付。老钱来到菱湖法

庭，道出了满腹苦水，他说，自己在黄某

店内购买鱼药后投放鱼塘后，大量鱼苗

死亡。

这样的案件在菱湖镇并不少见。

随着渔业的发达，淡水鱼养殖纠纷也

逐渐增多，其中抗辩鱼药质量问题的

案件最为棘手。缺氧、鱼药质量不佳、

或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都有可能造

成鱼苗死亡。鱼苗死亡与鱼药质量间

的因果关系难以清楚判定，若通过司

法鉴定，不仅费用多且耗时长，当事人

也往往比较排斥。一道道淡水鱼养殖

的专业问题摆在了法官面前，如若无

法破题，只是简单地一判了之，不仅会

让当事人难以服判息诉，更不利于今

后同类案件的审理。故此，菱湖法庭

“请出”智囊团，与渔业协会、所辖乡镇

司法所共建渔业纠纷调解团队，帮当

事人分析造成鱼苗死亡的最大可能

性，理清各自责任。

“他们呀，都快成半个专家了！”渔

业协会的工作人员说道。承办法官成

了渔业协会的“常客”，从鱼品种与鱼药

的适配性、鱼药与季节的适配性、到鱼

的喂养方式，他们无不“打破砂锅问到

底”。为了让当事人信服，法官多次在

调解中请出渔业协会工作人员给出专

业分析，并与乡镇司法所、村委会等“老

娘舅”共同坐镇，积极化解矛盾纠纷。

靠着法律性、专业性以及心理情感上的

亲厚性，这道过滤网顺畅运作，矛盾纠

纷被层层化解，原本吵得不可开交的当

事人握手言和，同时，科学的淡水鱼养

殖方法也在每一次调解过程中得以

普及。

但并非所有案件都可调解成功，对

于实在无法调解的案件，如何避免“一

天一个样”，让所有当事人都感受到公

平公正是关键所在。为此，菱湖法庭每

月开一次庭务会，商讨类型案件，统一

裁判标准，并将判决案件作为典型案例

进行普法宣传，以此平衡群众心理预

期，打造专业化、标准化、精品化的渔乡

审判法庭。2017年以来，菱湖法庭已

向渔业协会工作人员开展法律培训讲

座4次，审结淡水鱼养殖纠纷案件150

余起，调解成功100余起。省级模范

“五好”法庭、省级集体一等功等荣誉都

是对该庭的肯定。

练市法庭 法律“套餐”护企发展送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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