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盛丽

王云：勤于创新 丰富百姓餐桌

2018年， 丰台法院立案庭的
郭俊平法官收到了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政治部颁发的荣誉天平奖
章，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
对从事人民法院工作满30年， 为
人民法院工作做出贡献干警的最
高荣誉。 1976年参加工作至今 ，
郭俊平法官在立案一线奋斗40多
年， 曾荣立个人三等功， 多次被
记嘉奖。

郭俊平初到立案庭工作时，
来到的是立案庭的前身 “告诉申
诉庭”， 当时群众来了都习惯说
是告状 。 她经手的第一份 “诉
状”， 还是当事人用钢笔一笔一
画誊写的， 整个庭室只有4名法
官 ， 日均接待共计不过十余人
次。 当时， 立案法官的精力集中
在实质审查案件的受理条件， 立
案门槛高， 郭俊平也经常听到当
事人对法院 “立案难” 的抱怨。

亲历“人民调解进立
案”，成为首批调解法官

立案庭不断探索 、 延伸职
能，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 将
以往 “破例” 才进行的诉前调解
制度化、 体系化， 节约化解矛盾
的司法成本和社会成本， 使人民
群众真正受益。

2008年7月17日 ， 丰台法院
和区司法局正式在法院设立丰台
区诉前人民调解工作室， 从此，
人民调解正式走进了法院立案
庭， 郭俊平成为首批调解法官，
开始负责与调解工作室的协调和
对接工作。

在窗口接待中， 她积极向来
访当事人介绍人民调解优势， 特
别是它注重 “讲情、 讲理、 讲民
俗、 讲传统” 的特点， 使当事人
乐于接受这种经济实惠、 快速救
济的调解方式。 经过她与同事们
的共同努力， 不仅越来越多的当
事人在 《多元化纠纷化解方式申
请书》 上将 “人民调解” 列为第
一选择， 而且许多群众慕名前来
要求工作室为他们解决纠纷， 人
民调解的社会认同度和司法公信
力逐年提高。

此后两年的时间， 丰台区诉

前人民调解工作室共提供法律咨
询和服务6023件， 受理各类纠纷
2515件 ， 达成调解协议1142件 ，
涉案总金额达2321万余元。

带头组建 “大前端”
法官团队

2015年立案登记制改革， 变
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 当事
人只需要提供符合形式要件要求
的起诉书， 便可以在法定期限内
得到审理， 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
无障碍地行使诉权。

法院的案子变多了， 郭俊平
法官的职责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 2019年5月， 随着组织机
构改革， 以往的立案庭、 诉讼服
务办公室、 速裁庭合并， 真正形
成了 “大前端” 的立案庭格局。
郭俊平法官所在的立案庭 （诉讼
服务中心） 干警总人数超过了80
人， 窗口日均接待四十余人次，
月均速裁案件超过两千件。 以推
动实现60%的民事案件解决在诉
讼前端的目标， 郭俊平带头和调
解员组成了新型审判团队。

以往当事人想少跑法院， 只

能选择邮寄立案 ， 立案庭很少
“破例” 采用电子信息方式网上
立案， 而现在， 郭俊平审查网上
预约立案已成为工作常态， 占到
总民商事立案量的35.7%。 起诉
信息通过二维码扫描， 一秒不到
就能全部读取到立案系统中。

一次审查网上预约立案时，
郭俊平注意到明明起诉民间借贷
案件， 当事人肖燕上传的证据材
料里却没有借条。 原来肖燕和被
告张英是“闺蜜”，两人同吃同住
几年，感情深厚，一次张英以母亲
看病救济为由向肖燕借钱， 一开
口就是30万元。 刚毕业几年的肖
燕一时也凑不到这么一笔巨款，
于是她通过房产抵押， 将贷款来
的30多万现金直接交给了张英。

而几年来张英对还钱只字不
提， 肖燕因为还款不力被银行下
达了 “最后通牒”， 无奈之下肖
燕才诉至法院。

以往， 这样的案子会直接分
到法官手里排期审理， 如今郭俊
平则直接将案件委托给自己团队
中的调解员老师， 当天下午肖燕
和张英便来到法院进行调解。

起初张英态度强硬， 一口咬

定没有欠条的事实， 通过调解员
的步步询问， 最终发现肖燕曾经
几次通过微信转账给张英， 并在
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及30万元借款
的事情。 调解员更是以两人多年
的闺蜜情、 该套房屋承载了双方
多年生活的回忆为突破口， 进一
步消弭了双方的对立情绪。 并最
终促成张英自愿还款， 肖燕撤回
了网上预约立案申请。

在 “大前端” 的立案庭， 郭
俊平和调解员有机融合在一起，
她的工作不再局限在窗口， “立
案登记” “诉讼服务” “诉调对
接” “案件流转” 四大中心确保
了案件的高速流转， 并使得越来
越多的案件在立案阶段就得到有
效化解。

丰台模式诠释升级
版“枫桥经验”

2016年3月11日 ， 丰台区诉
前人民调解工作室再度升级 ，
“丰台区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7日
调解室” 也就是现在为人熟知的
“7日调解室 ” 挂牌成立 。 作为
“社区吹哨、 法院报到” 的重要

一环， “7日调解室” 开创驻社
区分工作室的 “点站式” 调解机
制， 郭俊平作为对接法官， 投身
了这场新的改革。

机制设立后不久， 郭俊平收
到了一位当事人老赵邮寄来立案
的材料。 她记得， 老赵第一次起
诉还是2013年的时候， 当时老赵
是一名工厂的车工， 一次下班回
家的途中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
下肢落下了残疾。 但是因对方一
直不肯赔偿， 积蓄入不敷出， 治
疗到了一半便回家休养。 由于病
情加剧， 老赵才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向法院邮寄了材料。

按照当时的规定， 本市的当
事人均需来法院现场立案， 考虑
到老赵行动极其不便， 郭俊平向
领导汇报后 “破例” 上门去为老
赵办理了立案手续。

如今再度收到老赵的起诉材
料， 郭俊平不打算再 “破例” 上
门， 不是嫌麻烦， 而是因为有了
更好的方法 。 经过诉调对接中
心， 她将案件转至 “7日调解室”
驻卢沟桥社区的分工作站。 第二
天， 社区调解干部和辖区公益律
师便来到老赵家了解案情， 还安
排社区志愿者解决了老赵卧床不
起、 出行不便带来的各种困难。

收到老赵立案材料的第二
周 ， 郭俊平安排 “7日调解室 ”
的金牌调解员， 联合工作站的社
区调解干部一同来到老赵家上门
调解。 跟以往现场开庭不同， 这
次对方没有到场。 借助北京市高
院的在线调解平台， 通过线上调
解的方式， 双方足不出户便进行
了对话。 一个小时不到， 双方通
过视频核对了全部医疗票据和其
他材料。

最终， 双方当场达成了调解
协议， 对方更是直接采取手机转
账的方式， 向老赵一次性支付了
19000元。

从 “破例” 到 “惯例”， 司
法改革真正使群众受益， 郭俊平
用实际工作， 为百姓带来矛盾纠
纷不出社区的调解服务， 推动社
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 丰台模式更好地诠释了矛盾
就地解决的现代版 “枫桥经验”。

□通讯员 李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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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是北京烹饪协会副秘书
长。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他就开
始留心帮助农民、 帮助农村寻找
增收的路子。 他想到要把农民的
好产品与餐饮业对接起来。 他自
己跑腿、 穿针引线， 成为搭建广
大农户和餐饮业者 （包括居民）
之间的便捷桥梁。

2016年， 为了能够把更多更
好的食材推广到北京， 王云积极
探索全国各地的优质食材。 他远
赴大兴安岭、 云南等地考察， 与
当地从业人员面对面地交流， 掌
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为北京餐
饮企业对接了很多优质食材。

随着京郊旅游品质升级， 传
统的农家菜不管是外形还是口
感， 越来越不能满足城市消费者
的需求。 早在2015年， 王云就意
识到这个问题， 并着手调研， 开
始进行京郊农家菜品质升级的课
题研究。 通过考察， 针对京郊休
闲农业餐饮的现状， 王云率先提
出了 “让传统老菜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 的新思路， 将传统菜品本
土化， 并亲自入户指导， 手把手
地传授给农户们。

在云的指导下， 昌平区十三
陵镇仙人洞村结合本地特色， 率
先打造出 “素食文化村”， 他亲
自书写教案， 利用昔日某大饭店
素菜厅的传统 “仿荤素菜”， 将
村里现有十几户农家宴打造成专
门经营素菜的特色餐馆， 将这个

村打造成为昌平区休闲农业餐饮
的靓丽名片。 该村从2016年9月
开业至2017年5月， 共接待游客
2.3万人次 ， 取得直接经济收入
115万元。

此后， 按照烹饪协会和市科
协的工作安排， 王云对口帮扶昌
平区黑山寨栗蘑合作社栗蘑菜品
的研发， 相继推出了 “栗蘑宴”、
栗蘑辣酱 、 栗蘑肉饼 、 栗蘑包
子、 栗蘑馄饨及各式栗蘑食品近
百种， 如今在昌平区乃至全市都
小有名气。

目前， 黑山寨 “栗蘑宴” 参
加市旅游委举办的 “品鉴大赛”
获得金奖， 被昌平区其他种植栗
蘑的村镇甚至河北迁安等地广泛
学习和采纳， 带动了多地休闲农
业的发展。

针对休闲农业餐饮， 王云最
先提出了 “家庭式深加工理念”。
在海淀区， 他结合悠久的稻作文
化， 利用京西稻这一古老物种结
合传统烹饪技法， 开发出了京西
稻狮子头、 米糕、 荷叶包、 京西
稻米粉肉和八宝饭等传统美食，
并通过京西稻米宴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

王云在北京的涮羊肉餐馆
内， 积极推广和普及 “立盘” 羊
肉 ， 并对 “立盘 ” 文化进行研
究 。 表面看只是把羊肉立盘销
售， 但内在却是对京城餐饮界良
心经营、 品质至上的一次倡导和
引领。 此举一下拉近了食客与餐
饮企业、 企业和养殖户之间的距
离， 从而带动了每年数十吨羊肉
的销售经营。

郭俊平：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之中
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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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破例”到“惯例” 让矛盾纠纷不出社区

郭俊平（中）上门送达立案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