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兖法发〔2019〕12 号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 

关于全面推进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 

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政法

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精神和上级法院系列部署，按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

中心的意见》和省法院《全面推进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方案》的要求以及济宁市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会议的安

排部署，以 “两个一站式”建设为切入点和着力点，全面推进

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切实提升人民法院解决纠纷和诉

讼服务的能力水平，努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

司法保障。结合我院工作实际，制定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

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一、 工作要求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到 2020年底，全国法院一站式

多元解纷机制基本健全，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全面建成。省

高院要求，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8月底前基本完成各项

功能升级的整体框架建设，各项机制建设以及业务功能的集

约集合，9 月底前全面完成各项功能升级改造，9 月 25 日前

完整跨域立案。 

二、 工作内容 

（一）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方面 

在区委、区政府主导下，全面加强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建

设，实现“一站式”纠纷处理的任务目标。 

一是积极主动融入党委政府领导下的诉源治理格局。主

动参与党委政府一体化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设，实体化运行

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化解纠纷的优势，为

基层自治组织解决纠纷提供培训指导，推动“无讼”乡村（社

区）建设。 

二是促进诉调对接实质化。着力“四个一”建设工作：一

个平台、一支团队、一项机制、一套系统。 

一个平台：在院诉讼服务中心搭建类型多样的解纷平台，

为人民群众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纠纷解决服务。制作各项规

范性文件、设立诉前调解组织和邀请人民调解员，邀请驻院

人民调解员 2 名，特邀调解组织 9 家（2 家金融消费权益保



障协会、2 家法律服务所和 5 家律师事务所），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人民陪审员中特邀调解员各 5 名，努力实现一审民

商事案件诉前调解成功率 20%的任务目标。同时为特邀调解

员配备书记员 1 至 2 名。 

一支团队：根据上级法院确定的相关标准，做好诉调对

接工作，需组建 1 支诉前调解团队，2 支速裁团队，按照院

组建模式配置团队人员。 

一项机制：建立无缝对接、协同高效、运转流畅的诉调

一体工作机制，提供诉前引导辅导、诉前调解、司法确认、

立案等司法服务。 

一套系统：培训引导特邀调解员及干警熟练规范使用最

高法院在线调解平台。 

三是建立健全特邀调解员培训考核机制和保障机制。着

手制定调解员考核办法，定期对调解员的调解工作进行评估，

每年根据调解员履职情况评先评优，发放补贴。建立调解员

退出机制，实现调解员队伍动态管理。制定调解员培训计划，

定期进行集中培训，提高调解员履职能力。根据上级部署要

求，设立诉前纠纷化解专项资金，调解员每调解成功一案，

根据实际情况给予 100-300 元补贴。 

四是加快推进“分调裁审”改革。依托诉讼服务中心，

做好繁简分流工作，明确繁简分流标准，引进自动分流软件，

设立程序分流员，建立系统算法和人工识别的分流模式，实



现精准分流。选优配强调解速裁团队，量化调解任务，做好

调解速裁辅助工作，推进分调裁审改革提质增效，努力实现

速裁案件占比 40%的任务目标。 

（二）、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方面 

根据上级法院要求，需要整合诉讼流程各项辅助功能，

将分散于审判执行全流程的送达、保全、鉴定、评估、审计、

公证、扫描等辅助性、事务性工作统一到诉讼服务中心，打

造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 

一是健全立体化诉讼渠道。通过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

务网、移动终端、12368 诉讼服务热线等渠道，为群众提供

诉前调解、查询咨询、登记立案等线上线下一站式诉讼服务。

需要安排 2 名导诉人员，负责引导诉讼和协助管理案件查询，

为当事人提供网上引导、立案、交退费、查询、咨询、阅卷、

保全、庭审、申诉等一站式服务。 

二是建立集约送达机制。上级法院要求统一使用最高人

民法院集约送达平台，配备专门送达团队，设立送达中心，

形成由承办法官发起，送达团队穷尽各类送达方式，法官最

终确认送达效力的送达机制。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

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拟建立综治网格员协助法院执行

工作机制。具体方式：依托省法院开发的网格员参与执行工

作平台，将综治系统与执行指挥平台对接，法院执行人员与



网格员在上述平台实现对接，由网格员协助送达法律文书，

协助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协助查找财产线索，协助开展执行

调解工作，协助化解执行信访，协助开展执行宣传工作。 

三是建立保全集约化服务模式。设立保全集约办理平台，

提供保全申请、保函办理、电子保单推送、保全裁定智能生

成、网控和现场实施同步公开、法官实时监管与确认等功能，

实现保全各节点线上一站办理。 

四是建立集约扫描中心。将相关软硬件和人力资源统一 

整合到诉讼服务中心，承担相关扫描服务工作，为电子卷宗

随案生成夯实基础。另外根据上级法院要求，应建立电子阅

卷室，配备电脑、打印机，供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阅卷并打

印，该事项可在档案室升级办理。 

三、 具体工作安排 

（一）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方面 

1.融入诉源治理格局 

2020 年 2月底前实体化运行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完成人

民法庭与基层自治调解组织的对接工作，推动“无讼”乡村

建设。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让群众了解、选择不同的纠纷解

决途径。 

2.诉调对接实质化 

一是 2020 年 2 月底前完善解纷平台各项规范性文件的

制作，为派驻法院人民调解员做好工作场所、人员配备、办



公设施的准备工作； 

二是 2020 年 2 月底前组建 1 个诉前调解团队和 2 个速

裁团队； 

三是 2020 年 1月底前完善诉调一体化工作机制； 

四是完成特邀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运用人民调解平

台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加强诉前调解和民商事诉讼的对接。 

3.建立健全调解员考核及保障机制 

2020 年 1 月底前，制作特邀调解员考核办法及退出机

制。积极与党委政府协调，为设立的诉前纠纷化解专项资金

进行财政保障。 

4.分调裁审改革 

2020 年 1 月底前探索“智能+人工”的案件繁简分流工

作模式，实现精准分流。 

（二）、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方面 

1. 改造立案窗口 

诉讼服务中心保留民商事立案、跨域立案、执行立案、

上诉材料接收等窗口，增设送达中心、保全中心、鉴定中心

三个窗口，原有立案审查、刑事立案、行政立案、再审（发

回重审）立案移到后台。 

完成时限：2020年 3 月底前。 

2. 整合自助立案及案件查询区域 

在诉讼服务大厅西北角处分别设立自助立案区和案件



查询区，自助立案区配备 2 台自助立案计算机，分别配置扫

描仪、高拍仪，安排 1名专职人员负责帮助当事人进行自助

立案和扫描上传诉讼材料。原有综合服务平台终端所在位置

作为案件查询区，由导诉人员进行管理。 

完成时限：2020年 2 月底前。 

3. 完善诉讼收退费窗口 

收退费窗口减少至 2 个，提供诉讼费交纳 POS机刷卡服

务，提供微信、支付宝等交费服务。 

完成时限：2020年底 3月底前。 

4. 整合综合服务区 

保留当事人接待室、行政案件调解中心、诉调对接室、

阅卷室，增设律师调解室、特邀调解室。 

完成时限：2020年 3 月底前。 

5. 完善导诉及 12368 热线功能 

实行业务庭法官助理导诉值班制度，由各业务庭每天轮

流安排 1 名法官助理到导诉台值班；暂时安排 1名 12368 热

线坐席员，待上级法院 12368功能升级后，按照要求再具体

确定人员。 

完成时限：2020年 1 月底前。 

6.“四中心”建设 

按照上级法院要求，设立送达中心、保全中心、技术鉴

定中心和集约扫描中心，配置相应办公设备及人员。 



完成时限：2020 年 3 月底前。 

7.信访窗口建设 

改造升级信访场所，设立一个院庭长接访室、一个小型

听证室。 

完成时限：2020年 3 月底前。 

四、 工作措施 

1.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院党组书记、院长为组长，相 

关院领导为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诉讼服务中心转

型升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审委会专职委

员张全东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

和重大事项统筹协调，办公室具体负责各项转型升级工作的

实施。 

2.责任分工。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涉及法院工作的

方方面面及所有部门，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作，全员各部

门要通力合作、积极配合，确保建设工作的顺利完成。有责

任分工的部门如下：政治部负责人员的统筹安排及配备；综

合办公室负责综合协调及物资保障等；立案庭负责与综合办

公室商讨诉讼服务中心整体布局规划，上报院党组确定。 

3.健全规章制度。全面推进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室

诉讼格局的重大变革，必须以有效的制度予以保障。重点在

立案、送达、保全、速裁、诉调对接、平台录入、数据管理、

工作室管理等方面进行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确保各项工作



有序运转。各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由相应的部门负责。 

4.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对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

设的宣传力度，让群众选择有利于自身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不断加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能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