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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网上办案成常态

近日，江西省鄱阳法院团林法庭打出一
套“智慧”组合拳，高效调处了一起拖欠工
资的劳务合同纠纷案件。针对原被告双方一
个身处江西九江、一个远在浙江杭州的情
况，承办法官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开展了

“云”办案。
将案件录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赣法 e

化解”，远程沟通调解意见，切换至人民法
院多元化解平台，上传调解协议让双方签
字，发送电子版调解书——团林法庭用时
不到1天就完成了调解工作。原被告双方全
程通过手机操作完成相关程序，十分方便
快捷。

随着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与审判执行业务深度融合，“智
慧法院”建设全面提速。网上办案、在线诉
讼日益常态化，通过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和
几个软件，就能足不出户打官司、解纠纷。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法院
已实现网上立案、提交材料、申请阅卷及在
线开庭等功能，极大方便了法官、律师及当
事人。在线下庭审中，数字技术也能提供极
大助力。例如，上海等地法院已采用区块链
技术对庭审过程录音录像，无需再打印纸质
笔录。此外，应用程序、在线平台等多种形
式的手机法院功能也日益完善。

防疫期间，“智慧法院”的重要作用进一
步凸显。“指尖”立案、“云端”办案、“智
慧”执行落到实处，不仅有效配合了疫情防
控工作，也彰显了司法工作的人文关怀。今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一年，
全国法院在线立案 1143.9 万件，在线开庭
127.5万场。司法区块链上链存证17.1亿条，

电子证据、电子送达存验证防篡改效果明
显。形成经济社会运行大数据报告 220 份，

“数助决策”服务社会治理。知识服务平台涵
盖类案推送、信用评价、庭审巡查等业务场
景，为全国法院提供智能服务1.4亿次。

司法服务触手可及

打开微信小程序“人民法院在线服务”，
经过身份认证、人脸识别、证件核验、录入

电子签名等步骤完成注册，登录后即可关联
案件，并选择法院参与在线调解和在线诉讼。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人民法院
在线服务”由“中国移动微法院”转型升级而
来，3 月 1 日起运行。该平台集成调解、立
案、阅卷、送达、保全、鉴定等全国通用诉
讼服务功能和地方法院特色服务功能，支持
人们在总入口集中查询、办理全国法院的诉
讼服务事项，满足人们一站式办理全国法院
在线服务的司法需求。

近年来，“智慧法院”相关制度及平台建
设不断加快。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
布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人民法院在
线调解规则》，分别明确了在线诉讼、在线调
解的规则体系。今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 《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 正式施
行，明确了人民法院在线运行网络安全、数
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运行维护保障、数
据管理等方面的要求。专家认为，三个规则
既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有机衔接，形成
了三位一体的规则体系，将逐步建立互联网
司法规则体系，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
司法保障。

各地人民法院纷纷开展创新探索，加快推
进“智慧法院”在司法公开、诉讼服务以及审判
执行方面的建设。例如，浙江法院打造的“移
动微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研发的“e法亭”、

江西法院构建的“收转发e中心”、重庆法院推
出的“4+1重庆‘智慧法院’新生态”等，为人们
带来触手可及的司法服务。

公平正义“不掉线”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
“智慧法院”建设。针对目前从全国到地方
不同级别、多种形式的“智慧法院”平台，
夏海龙认为，“智慧法院”建设未来仍有很
大空间。在使用体验上，建议尽可能提高不
同法院系统在功能、操作上的一致性，并进
一步推动全国统一“智慧法院”系统建设，
持续优化其稳定性和易操作性；在功能上，
建议推动法院系统与公安、工商等政府部门
及银行等金融机构互联互通，以提升当事人
信息检验、司法取证、执行等环节的准确性
和效率。

日前，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对人民法院
新一年工作作出部署，明确要求合理准确适用
在线审理机制，保障当事人选择权和知情权。
坚决摒弃“在线审理”就是“简化审理”的错误
认识，确保在线诉讼“降成本不降质量、提效率
不减权利”。据悉，人民法院将推进5G、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应用，为群众诉讼和
法官办案提供智能化、一体化、协同化的智慧
服务。同时严格划定技术边界、保障数据安
全，防止因为技术过度介入而影响司法公正和
中立。

民有所需，法有所为。用“智慧”解民忧、
顺民意，惠民生，是“智慧法院”建设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专家指出，人民法院应继续着眼
科技发展前沿，大力推进互联网司法技术创
新，促进信息技术与司法实践深度融合，加
强“智慧法院”建设，实现更高水平数字正
义，让更多人体会到互联网司法服务带来的
方便，不断弥合“数字鸿沟”。

去年全国法院在线立案1143.9万件，在线开庭127.5万场

“智慧法院”线上解纠纷
本报记者 李嘉宝

拿起手机登录相应平台，就能申请在线立案；身处异地，通过视频方式即

可完成庭审环节；裁判文书电子化送达，真正实现“无纸化”办案……如今，

“智慧法院”建设给人们带来更加便捷的司法服务。防疫期间，“智慧法院”惠

民生，全力保障诉讼服务“不打烊”、审判执行“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掉线”。

网民低龄化趋势明显

熟练地点开手机中的购物软件，6 岁的
刘航新很快挑好了自己想要的玩具，让妈妈
付款下单。刘航新的妈妈告诉记者：“虽然孩
子年纪小，但常用手机上网。有些他常玩的
APP我都不太会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近期
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专题形式重点
关注了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的相关情
况。据统计，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持续增
长，已达到1.83亿，互联网普及率为94.9%，
远高于成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触网”低龄
化趋势明显，小学生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2.1%，在学龄前就接触互联网的未成年人比
例达到33.7%。

防疫期间，很多学校为保证“停课不停
学”，利用网课开展在线教学，这也进一步提
升了互联网在低龄未成年人特别是小学生中
的普及率。

“目前来看，网民低龄化趋势不可避免，
‘堵不如疏，疏不如导’，应积极引导，让网
络成为低龄人群成长的有利助力。”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教授陈云松认为，此前未成年网民
的网络应用以休闲娱乐为主，但当前在线学
习的功能逐渐凸显。“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进行
课程学习、写作业、了解课外知识等，互联
网可以成为未成年人认识世界的窗口、日常
学习的助手。”

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建设的完善，城乡
之间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不断缩
小。《报告》显示，中国城镇未成年人互联网

普及率为95%，农村为94.7%，2018年，两者
差距尚有5.4个百分点，但目前已基本持平。
不过，在互联网应用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城
乡未成年人的应用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城
镇未成年网民使用搜索引擎、社交网站、新
闻、购物等社会属性较强的应用比例明显较
高，而农村未成年网民更偏好于使用短视
频、动画或漫画等休闲娱乐应用。

避免过度使用智能设备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
促进了各类新型智能终端在未成年网民中迅
速普及。以儿童智能手表为例，记者发现，
无论是几百元还是上千元的产品，基本都包
括摄像、定位、社交聊天等功能。购买过儿
童智能手表的宋女士说：“孩子上学不能带
手机，买智能手表首先是为了方便联系。另
外，智能手表还能联络同学，孩子很喜欢。”

《报告》指出，未成年网民拥有属于自己
的上网设备占比达82.9%，移动智能终端是主
要上网设备。各类上网设备中，手机的拥有
比例最高，智能手表的拥有比例已达到
25.3%，此外还有智能台灯等新型智能设备。

专家提醒，过度使用新型智能设备同过
度使用智能手机一样，都会危害少年儿童身
体健康。要保证未成年人安全使用智能设
备，还需家长持续做好监护。比如，一些儿
童智能手表可能存在数据漏洞，容易被窃取
个人信息，造成安全隐患。另外，智能手表
的显示屏较小，孩子长期用其聊天、看视频
等，容易导致视力下降。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
院长张志勇认为，应从保护、促进少年儿童
健康成长的角度，制定统一的未成年人智能
终端产品行业标准，设置保障儿童生命安
全、管理网络内容、控制使用时间等方面的
功能，帮助未成年人健康使用智能产品。

保护机制逐步健全

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
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离不开相关政策制
度的完善。目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正
逐步健全。

例如，去年 8 月，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沉
迷和游戏过度消费问题，国家新闻出版署发
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严格限制企业向未成
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并且不得向
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在
相关政策推动下，未成年用户的网络游戏使
用时长和付费明显降低。

去年9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儿童发展纲
要（2021-2030 年）》，要求加强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落实政府、企业、学校、家庭、社会保护责
任，为儿童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儿

童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
见稿主要包括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培育、
加强网络信息内容规范、加强未成年人个人
信息保护、加强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防治等。

相较于2016年9月首次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篇幅增加了 1
倍，文中多处更新，体例更加规范完整。
北京雷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军义认为，新
的征求意见稿是在网络和数据安全、个人
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的新实践
和新规定基础上展开的，回应了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出现的新问题，响应了近年来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个
人信息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
律的立法和修法进展，体现出中国对未成
年人保护的重视以及对未成年人网络空间
权益保障建章立制的审慎。

让未成年人用好互联网
本报记者 李 贞

如今，互联网已成为当代未

成年人不可或缺的学习、社交、

娱乐工具，在其成长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呈现什么新特点？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又有哪些新进展？

近年来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实施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实施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提升农业农村数字化管理与提升农业农村数字化管理与
服务水平服务水平，，大力推广大数据大力推广大数据、、物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55GG 等新等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技术在农业上的应
用用。。图为吉水县醪桥镇黄泥洞农业科技图为吉水县醪桥镇黄泥洞农业科技
智能化育秧工厂内智能化育秧工厂内，，工作人员正查看早工作人员正查看早
稻秧苗生长情况稻秧苗生长情况。。

廖廖 敏敏摄摄（（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农业的科技范儿农业的科技范儿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渚河路小学老师给学生讲解网络安全知识。 李 昊摄（人民图片）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渚河路小学老师给学生讲解网络安全知识。 李 昊摄（人民图片）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内，法官正进行线上调解。 张 斌摄（人民图片）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内，法官正进行线上调解。 张 斌摄（人民图片）

公 示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权属人陈尽心（四户共有）持有同

字第058138号《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述房产因权证遗失

经认定符合条件，政府将予以征收补偿。现代理人［陈尽心（四户共有）

的相关权属人］陈钟庆提出产权调换结合货币补偿，政府拟按货币化给

予补偿补助，如有异议者，请在登报之日起3个月内向厦门市集晟房屋

征迁服务有限公司（18030283536）联系，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

逾期补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
2022年3月30日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
2022年3月30日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本单位因“西亭大社片区旧村改造项目”需对西亭社区辖区内的房

屋及地上物进行补偿，要求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权属人陈智

提供《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同字第058313号，右起第一栏东

至：黄加惠，西至：黄分，南至：祖厝后，北至：黄加惠；右起第二栏东至：黄

魁，西至：埕，南至：周松，北至：周松；右起第三栏东至：埕，西至：路，南

至：埕，北至：路。因黄美山（身份证号：350205196610041011）等人保管

不慎，遗失证件，特代为发布房屋产权证遗失声明。如有异议者，请即日

起15日内向征收人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或实施单位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有效证件。

联系电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0592-6288007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18030283536

地 址：厦门市集美区纺织路11-1号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
2022年3月30日

本单位因“西亭大社片区旧村改造项目”需对西亭社区辖区内的房

屋及地上物进行补偿，要求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权属人林银

凤等叁口人提供《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同字第058597号，右

起第一栏东至：沟，西至：杂地，南至：陈为笔，北至：杂地；右起第二栏东

至：杂地，西至：巷，南至：高谨治，北至：陈朱佑。因陈胜利（身份证号：

35020519650421103X）等人保管不慎，遗失证件，特代为发布房屋产权证

遗失声明。如有异议者，请即日起15日内向征收人厦门市集美区人民

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或实施单位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提

供有效证件。

联系电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0592-6288007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18030283536

地 址：厦门市集美区纺织路11-1号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
2022年3月30日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