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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护航暖民心 绘就鹿城新‘枫’景”系列报道——

法援春风驱寒夜 维权暖阳沐民生
包头市司法局以高质量法律援助擦亮为民底色

本报记者●郭星宇

采访中，包头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科
科长杨丽丽告诉记者：“在原有法律援助
工作的基础上，包头市司法局做足大量
功课后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法
律援助与人民调解对接工作的实施方
案》，把人民调解引入法律援助工作中，
建立了‘法律援助+人民调解’互转机制，
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关口前移，争取诉前
和解的最大可能，从而减轻当事人诉累、
节约司法资源。此方案从 2023 年 11 月
推出后，‘援调对接’新的工作模式便在
包头市推开。”

随着该模式的推进，各旗县区司法
局在法律援助受理场所，以设立调解室
的方式开展“援调对接”工作。按照“应
援尽援、依法依理、自愿公平、能调不诉”
的原则，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
在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
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妥善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4年 6月，张某等 40余人向某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追讨拖欠的工资无

果后，向包头市九原区矛盾调处中心提
出劳动者维权申请，九原区矛盾调处中
心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解，帮助张某等
人索要工资。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
争执不下，难以达成和解。由于张某等
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并且要求提供法
律援助，于是，该案件被移送到九原区司
法局法律援助中心。

经九原区法律援助中心审查，该案
件属于法律援助范围，张某等案件当事
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当天便指派了法
律援助律师，案件进入法律援助程序。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提请了劳动
争议仲裁，经仲裁院立案审理，最终作出
劳动仲裁裁决书，要求某建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支付拖欠张某等人的工资。该
案的成功解决，得益于“援调对接”工作
模式的实施。

2024年，全市办理“援调对接”案件
108件，其中，法律援助转人民调解案件
70 件，人民调解转法律援助案件 38 件，
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约111万元。

“援调对接”

打造矛盾化解“快车道”

包头市司法局在开展法律援助服务
的过程中，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
先指派“三优”服务，对军人、农牧民工、
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实行优先受理；
对农村高龄老人、妇女、留守儿童、申请
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
害赔偿的农牧民工等群体免予审查经济
困难状况；对重大疑难案件、即将超过诉
讼时效、仲裁时效案件等进行优先指派，
并实施容缺受理，切实帮助经济困难群
众及特殊人群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一支能力强、素质 高的专业队伍，
是提供优质法律援助服务的重要保障。
包头市司法局统筹建库，全面升级法律
援助人才储备。通过推荐、审核、公示等
程序，精心挑选195名律师进入法援人才
库，针对性开展民事、行政、刑事和未成
年人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同时，包头市
司法局还组织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工
作人员、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培

训，不断提升专业素质。
为了提升服务质效，包头市司法

局以案件评查的方式狠抓法律援助质
量，扎实推进“二级三评”“质检”模式，
即市、旗县区两级法律援助中心提前对
本年度已归档案卷进行“自评”，再由各
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开展互评，最后由
案件质量同行评估专家按比例抽取案
卷进行“复评”。对于查出的问题，提出
整改意见，要求在规定时限内整改达
标。

值得一提的是，包头市司法局创新
运用受援人“身心情况摸底表”，详细了
解受援人的身心状态，通过情绪疏导的
方式安抚受援人受伤的心理。在法律援
助服务中，工作人员通过耐心倾听、细心
梳理、贴心疏导、用心办理、暖心回访“五
心服务”工作法，将法律的刚性与人文关
怀的柔性相结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法
律援助服务的温度与力量。

服务升级

架起法治惠民“连心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进城务工人员
刘某某受雇于包头市固阳县某矿业公司，
在从事安装作业时意外受伤，因赔偿问题
需向事故发生地法院提起诉讼。然而，拄
着双拐行动不便、经济拮据的他，面对跨区
域诉讼的现实，一度陷入焦虑。来到包头
市昆都仑区法律援助中心咨询后，刘某某
得知包头市已全面施行法律援助“市域通
办”服务，群众可就近选择任意一家法律援
助 机 构 申 请 援 助 ，不 受 户 籍 或 事 发 地 限
制。于是，刘某某向昆都仑区法律援助中
心提出援助申请，昆都仑区法律援助中心
立即为其开通“绿色通道”，当天完成受
理、审核手续，并指派办案经验丰富、责任
心强的律师全程代理。承办律师迅速调取
证据、固定工伤事实，精准拟定诉讼策略，
最终帮助刘某某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到合理
赔偿金。

这场原本因地域壁垒造成不便的维
权之路，在“市域通办”机制下高效推进，
让困境中的劳动者真切感受到“法律服务
零距离”的温暖。

据杨丽丽介绍，2024 年 4月 26日，包头
市司法局出台了《关于开展包头市法律援助
市域通办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司法
行政机关把法律援助“市域通办”这项民生
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来抓。“市域通
办”暨包头市范围内法律援助受理、审查和
指派环节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申请事项属
于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且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可在全市内任意一家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申
请，实现“就近申请，一次办结”。

法律援助“市域通办”工作开展以来，
全市办理法律援助“市域通办”案件 17 起，
切实满足了受援人“就近、便捷、优质、高
效”的办事需求。

市域通办

构建法援服务“同心圆”

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包头市东河区司法
局积极探索“智慧司法”新路径，创新研发了

“东河区司法局AI法律援助律师小美”“24小
时不打烊”的智慧法援平台，为法援服务插上
了人工智能的翅膀。

该平台依托大数据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构建了包含上万条法律条文、典型案例
的知识库体系，覆盖婚姻家庭、劳动纠纷、合
同债务等12类常见法律问题。群众只需通过
屏幕打字或者发语音，即可享受智能法律咨
询、诉讼风险评估、法律文书指导等全流程服
务。

“AI法律援助律师小美”的突出优势体现

在“三全服务”：全天候在线，突破传统服务时
间限制；全领域覆盖，涉及民事、行政等主要
法律领域；全流程辅助，从咨询到诉讼指导形
成完整服务链。该平台还通过语音交互、方
言识别等技术消除数字鸿沟。

杨丽丽告诉记者：“东河区司法局研发的
AI法律援助律师小美的落地，标志着包头市
首先在东河区实现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
找人’的转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包头市司法局将以
民生需求为导向，让法治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将基层治理新图景描绘得越来越美，“枫桥经
验”的生动实践，正在上演。

数字赋能

开启线上服务“一扇窗”

在塞北鹿城的法治建

设蓝图上，法律援助是重要的组成

部分。包头市司法局通过打造法律

援助新模式，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

平，以优质高效的服务为群众纾困解

难。2024 年，包头市司法局累计受理法

律援助案件2664件，提供法律援助咨询

8735 人次，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652.7万元。这组数字的背后是包

头市司法局精准发力服务民生

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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