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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怀柔北京怀柔：：劳动争议新解法劳动争议新解法 双向维护促共赢双向维护促共赢
本报记者 赵 岩 本报通讯员 项 曦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立足主责主业、深耕定

分止争，通过更新司法理念、深化多元解纷、聚焦创

新领域、强化部门协同打造劳动争议体系化治理新

模式，既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又为企业规范用工、

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护，绘就司法护航高质量

就业的生动图景。

陕西西安陕西西安：：全周期管理赋能全周期管理赋能 破案多人少困局破案多人少困局
本报记者 许 颖 本报通讯员 韩萌萌 贺 涛 文/图

破解案多人少矛盾，既是新时代司法必须应对

的挑战和阵痛，更是机遇和窗口。在陕西省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党组的综合研判和系统部署下，一场

案件“全生命周期”管理，破解“案多人少”的深刻变

革在西安市两级法院全面展开。

怀柔区法院开展“骑迹之路 与法同行”专项主题活动。 梁瀚伟 摄

碑林区法院法官在线指导金融纠纷调解。

穿透式审判“破困局”
助劳动者维权“少跑腿”

“公司明明还在正常运营，为什么执行不
到钱？”

某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员工重伤
致残后，迅速更换法定代表人，并将认缴出资从
600万元减资至10万元，导致执行陷入僵局。

怀柔区法院法官傅玉英接到案件后，对案
件进行全面审查，认为该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
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的财产，存在滥用公司
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形，判决现任股东和前任股
东夫妻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
劳动者追回 130余万元赔偿。

“公司人格混同问题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并
不罕见。”傅玉英介绍，“部分企业通过股权交
叉、资产转移等方式逃避债务，传统裁判思路难
以触及核心矛盾。”

对此类案件，怀柔区法院坚持运用“穿透式
审查”方法，重点审查企业间业务关联性、人员
重叠度和财务往来明细，力争一次性实质化解
矛盾纠纷，不仅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更倒
逼企业规范治理，从源头减少纠纷发生。

新业态劳动争议“微调解”
让“骑手小哥”暖心更安心

2025 年 3 月，外卖骑手小孙拿到了被拖欠
的 1.3 万元生活保障费。入职时签订劳务外包
协议的他，交通事故致残后，因平台不认可劳动
关系而陷入维权困境。怀柔区法院法官赵欢接
到案件后，联合区总工会开展联合调解，向平台
释明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保护相关规定，促成
平台同意全额支付生活保障费。

“为了更快解决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劳
动者权益保障难题，及时兑现胜诉权益，对于标
的额 5 万元以下案件，我们采取‘微调解’方法，
实现‘小案快调快解’。”怀柔区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孙吉旭介绍。

2024 年以来，怀柔区法院构建“微案件+微
方法+微调解”立体化解纷模式，推动小微劳动
争议案件快速办理。通过前端预防，联合怀柔
区人社局、总工会组建“新业态用工法治体检
团”，深入物流园区、配送站点开展用工合规培
训 5 场，覆盖企业 7 家、劳动者 300 余人次，从源
头排查用工风险隐患。

做实中端调解，派驻专门调解团队入驻区
综治中心，加强与区总工会、行业调解、人民调
解、律师调解等力量衔接，以委托调解、联合调
解方式化解新业态劳动争议纠纷，平均调解周
期压缩至 33 天。加强末端保障，对调解不成的
案件开通“绿色通道”，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快审快结。

高精尖产业纠纷“精准裁”
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

“竞业限制协议不是人才流动的‘紧箍咒’，
而是创新发展的‘护身符’。”怀柔区法院民一庭
庭长夏阳说。

某技术公司认为员工小赵在离职前拷贝了
公司保密信息，要求其按照《保密及竞业禁止协
议》删除保密信息并支付违约金 10 万元。怀柔
区法院通过审查企业竞业协议、离职手续及工
作交接流程等关键证据，认为公司提交的证据
无法证明小赵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
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为人才合理流动厘清了法
律边界。

“涉科创企业的案件往往涉及前沿技术，法

官需要对技术秘密范围、竞业限制合理性、知识
产权归属等专业问题进行判断，这个时候可能
需要专业力量介入。”夏阳说。

对此，怀柔区法院建立“技术调查+行业专
家”协同机制。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涉怀柔科
学城、中国影都的高精尖产业专业技术问题，邀
请中科院相关领域研究员、高校知识产权专家
等组成“技术咨询库”，为电子芯片研发中的技
术秘密界定、影视特效的著作权归属等提供专
业意见，为公正高效裁判提供专业支撑，切实保
障科创领域劳动者与企业的合法权益。

群体性劳动争议“联调联治”
跑出解纷“加速度”

“我院劳动争议案件平均审理时限较 2024
年缩短 7.3 天，调撤率提升至 35.7%。”孙吉旭在
介绍“专门劳争团队”成效时透露。该团队深
度整合立案、调解、审判、执行资源，推出“一窗
受理、联动化解”机制，针对群体性欠薪、工伤
赔偿等涉民生案件，建立“优先响应——专班
跟进——全程督办”的全链条快速处理通道。

“我们的劳争团队不仅专注案件办理，同
时也注重与相关单位的协同联动，努力打造劳

动争议预防化解共同体。”夏阳介绍，“我们不断
深化‘法院+仲裁+工会’多元解纷机制，运用‘示
范诉讼+类案调解’工作模式，引导同类纠纷批
量化解。通过与辖区劳动仲裁委、总工会密切联
络，及时掌握辖区内群体性劳动纠纷动态，提前
做好示范诉讼准备，并积极推动开展联合调解，
力争将劳动争议化解在仲裁阶段，减少当事人的
诉累。”

2025 年 3 月，怀柔某乡镇 22 名林场养护员因
林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集体申请劳动仲裁，要求
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费等费用。因林场规模较
大，潜在同类纠纷可能多达千余件。得知情况后，
怀柔区法院迅速与区劳动仲裁委成立联合工作
组，通过联席会商，为案件处理和风险防范提供专
业法律意见，协助完善调解方案。历经 20 天共同
努力，22 件案件全部在仲裁阶段达成调解协议，
后续未再产生新的争议。

“司法不仅要解决劳动者‘有活干’的基本问
题，更要保障他们‘干得好’的尊严。我们坚持办
案就是治理，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注重平衡劳动者
权益保障和企业、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关系，让
司法裁判既守住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底线，又为企
业创新发展留足空间，真正实现‘劳有所获’与

‘业有所成’的双向奔赴。”孙吉旭表示。

前端：
纵横交织 纠纷源头治理

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进行源头化解、
就地化解，对减少涌入法院的潜在案件数量，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

横向上，西安法院不断优化多元解纷模
式，在西安中院协同市政府搭建的全覆盖、
广合作、全链条府院联动工作基础上，积极
构建“法院+社会各界”的专业化、行业化纠
纷化解新格局。特别是针对矛盾多发、专业
性强的领域，加强府院联动，西安法院多元
解纷中心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站，成立以
来受理案件 34 万余件，调解成功 6 万余件，
标的额 45 亿元。

纵向上，优化全市法院“1+45+N”多元解
纷工作体系建设。西安法院多元解纷中心统
筹全市 45 个人民法庭，在城乡、社区、村组、景
区 、等 设 立 189 个 共 享 司 法 驿 站 ，总 站 、工 作

站、共享驿站协调联动，把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在基层。

一纵一横间，大量矛盾被源头化解、就地化
解，生活中因纠纷而扯断的各种“线头”，被司法
的治理智慧细细密密地重新织进社会经纬中，
有序运行。2024 年，全市法院调解成功案件
14.23万件，极大缓解了人案矛盾。

中端：
内部挖潜 提升审执质效

2024 年 3 月的一天，西安中院微信公众号
发布推文《首份！西安法院收到表格化要素式
起诉状》，阅读量迅速达到 1.8万+。

网 友 对 要 素 式 审 判 如 此 感 兴 趣 ，是 西 安
中院没有想到的。要素式诉状通过表格化、
勾选式设计，引导当事人精准填写诉讼要素，
降低群众起诉门槛。“今后，我们将对类型化
案件大力推广要素式审判，便于法官快速提
炼争议焦点，节约法官时间，也就能一定程度

缓解案多人少矛盾。”西安中院立案一庭负责
人王慧芳说。

为了深度破解案多人少困局，西安中院建
立“双轨制”案件分流模式，固定“类案集中+要
素审理”模式，兼顾快速分流和专业审判，对立
案分流的案件进行二次精准分流，并健全了法
官考核机制，制定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
工作量化折算办法》《员额法官“全生命周期”业
绩考核办法》等，向管理要效益，让“内部挖潜”
更进一步。

同时，数字化建设也给“内部挖潜”插上了
“云翅膀”。

西安中院完成了司法数据中台的研发和应
用，通过指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主体关联性
分析、态势科学化研判、数据多维交叉下钻，
实现“数量、质量、效率、效果”四大类指标
的多维实时计算和综合可视呈现，为院党组
进行审判质效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建设专用
的电子卷宗管理中心，全方面服务保障卷宗
的管理协调、交接流转、卷宗扫描校核、上传
挂接、卷宗存储、卷宗整理、装订归档，并利
用国内语音信息技术头部企业——科大讯飞的
成熟法庭智能语音技术，将庭审各方发言情况
实时转换为文字，将事务性工作集约化、信
息化，使法官团队集中精力聚焦主责主业、
提升审执效率。

“光是庭审智能语音这一项应用，就节省了至
少30%的庭审时间。”书记员小田觉得轻松多了。

末端：
见微知著 预防类案发生

2025 年 3 月的一天，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
院法官郑义刚刚起草了一份判决，但他迟疑了，
最终没有选择宣判。

这是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经司法鉴定，系被告刘老太家下水支管

道堵塞及防水层损坏，导致原告王某家发生渗漏
并遭受财产损失。

想到二人是邻居，如果纠纷处理不好，可能
会让小问题变成长期仇恨，加之昂贵的鉴定费、
维修费，判决未必是“最优解”，也可能面临“执行
难”。郑义便决定在宣判前“最后一劝”。

经过事先充分了解，郑义给二人算了一笔案
外的“人情账”，两人态度渐渐柔和。郑义又提出
解决方案：“咱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我打听过了，
小区瓦匠老周你们都认识，他愿意以成本价来修
复管道和防水。另外赔偿款和鉴定费，刘阿姨可
以分期付，如何？”

双方同意，案件未判已解。十天后，刘老太家
管道和防水修好了，她又像以前一样热情地跟王
家人打招呼。

西安法院系统推行“四个最”小切口创新：婚
姻邻里纠纷审判“最后一劝”、刑事审判“最后一
问”、行政环资案件“最后一评”、庭审结束“最后
一送”，以“局部改进”提升“整体效率”，以“小切
口”服务“大民生”，节约司法资源，实质性化解矛
盾，避免衍生案件，让缓解人案矛盾有了新的突
破口。

同时，由于示范判决对于批量案件具有指导
意义，西安两级法院以示范判决加强裁判尺度统
一，减少二审案件、衍生案件及类案发生，极大地
提升了审判质效。针对供用热力纠纷多发态势，
西安中院制定《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供用热力合
同纠纷裁判指引》，对案件特点及司法理念进行了
全面阐明，并就司法实践中十四个方面的疑难问
题提出指导，统一了全市法院裁判尺度，发改案件
数量明显下降。

经过持续 3 年的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和案件
“全生命周期”管理，西安两级法院案件增幅连续
下降，长期未结案清仓见底、动态清零，案件总量
10 年来首次下降，为破解案多人少这一普遍性难
题提供了“西安经验”。

推出“一窗受理、
联动化解”机制，针对
群体性欠薪、工伤赔偿
等 涉 民 生 案 件 ，建 立

“优先响应——专班跟
进——全程督办”的全
链条快速处理通道

建立“技术调查+
行业专家”协同机制，
组 成“ 技 术 咨 询 库 ”，
为公正高效裁判提供
专业支撑

构建“微案件+微
方法+微调解”立体化
解纷模式，推动小微劳
动争议案件快速办理

运 用“ 穿 透 式 审
查”方法，重点审查企
业 间 业 务 关 联 性 、人
员重叠度和财务往来
明 细 ，力 争 一 次 性 实
质化解矛盾纠纷

推行“四个最”小
切 口 创 新 ：婚 姻 邻 里
纠 纷 审 判“ 最 后 一
劝 ”、刑 事 审 判“ 最 后
一问”、行政环资案件

“ 最 后 一 评 ”、庭 审 结
束“最后一送”，以“局
部改进”提升“整体效
率”，以“小切口”服务

“大民生”

建立“双轨制”案
件分流模式，固定“类
案集中+要素审理”模
式，兼顾快速分流和专
业审判；加强数字化建
设，完成了司法数据中
台的研发和应用

构建“法院+社会
各界”的专业化、行业
化 纠 纷 化 解 新 格 局 ，
优化全市法院“1+45+
N”多元解纷工作体系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