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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调解”助力农民工讨薪

2017 年 2 月 16 日 责任编辑：张 彬 版式策划：穆 静 责任校对：续理行

“小申， 你声音低点，

说话时尽量对着手机话

筒。嗯，这样就清楚多了。”

“小李，你能听到我说

话吗？我看到你了。”

1月24日10时许，在鄂

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e调解”工作

室， 民三庭副庭长边晓燕

正在通过“在线法院”（互

联网）调解平台，主持调解

一起涉及外地农民工工资

的劳务合同纠纷。

原来， 鄂尔多斯市某

矿业公司在2013年与鄂尔

多斯市某建筑公司签订工

程合同后， 该建筑公司将

工程部分项目分包给陕西

某公司。2014年，陕西某公

司项目部负责人李某雇用

申某承包抹灰及砌砖块工

段。申某提供了劳务服务，

如期完成了工程量。年底，

李某支付了部分工程款，

所欠尾款经申某多次催要

不给。后来，申某将李某、

鄂尔多斯市某矿业公司、

鄂尔多斯市某建筑公司及

陕西某公司诉至法院，法

院以申某的证据不足为

由，未支持申某的诉求。申

某不服， 上诉至鄂尔多斯

市中级人民法院。

接手此案的边晓燕翻

阅案卷后， 考虑到案件基

本事实清楚， 就多次与双

方当事人进行电话沟通，

做调解工作。 如果按照传

统方式开展调解工作，法

官需要约当事人到法院进

行调解， 并在调解协议上

签字确认。因临近春节，双

方当事人都已回到老家，

如果再约他们到法院，不

仅时间不允许， 而且经济

成本太高。 边晓燕就运用

“在线法院” 调解平台，与

在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家

中的申某和在陕西省宝鸡

市的李某进行实时网上视

频调解。

申某和李某在手机上

下载了“在线法院”APP。按

照事先约定的时间， 边晓

燕点击“视频调解”按钮，

申某和李某都收到了呼叫

通知，开始视频调解。

“小申，你几个孩子？”

“两个！你好福气呀！快过

年了， 家里准备得怎么样

了？” 边晓燕关心地问询

着。“唉，还啥也没置办呢。

我常年在外打工， 挣两个

钱不容易，要不上钱，咋过

年啊！”申某愁苦地说。“小

李， 你在视频上也看见小

申的居住条件了。 他一个

打工的， 凭苦力挣点辛苦

钱。马上过年了，你们克服

困难先给付上一部分，大

家都也不容易。 你要不给

付， 小申就有权申请强制

执行。” 边晓燕对李某说。

视频画面上， 李某低头思

忖着。

边晓燕细致耐心地做

着双方的思想工作。 经过

近两个小时的协商， 申某

和李某终于达成调解协

议：李某在2017年1月27日

前、3月15日前分别给付申

某2万元、1万元劳务费。之

后， 双方在网上进行了确

认。

至此， 一起历时两年

的劳务合同纠纷终于画上

了句号。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秉承

“对外服务群众，对内服务

法官”的双服务工作理念，

于2016年6月引入“e调解”

平台，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 方便当事人远程

异地调解， 切实减轻群众

诉累，同时节约司法成本，

减轻审判压力。2017年，“e

调解”平台升级为“在线法

院”调解平台，法官与当事

人通过手机可随时随地进

行视频调解， 调解过程中

可以上传、查看证据材料。

调解结束后，可以查看、下

载并打印调解协议， 也可

以选择查看视频调解录

像。 调解过程中形成的所

有数据和录音录像信息都

将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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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哈

拉沁村有一座清朝康熙年间

建成的乾通寺， 距今有300多

年的历史，却鲜为人知。为了

保护这一文化遗产，当地村民

赵明宣30多年来一直默默地

守着乾通寺，并筹钱扩建。

2月14日11时许， 记者驱

车来到坐落于新城区哈拉沁

村的乾通寺，看到寺内并无香

客， 赵明宣老人正在清扫寺

院。 赵明宣今年已经80岁，他

告诉记者：“我是这里的村民，

在1965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

这座寺庙了。当时这座寺庙仅

有一间主殿，屋顶露天，没有

人管理。我想这是老祖宗留给

我们后辈的文化遗产，得好好

保护，但是当时没有钱，也没

有办法进行维修。直到上世纪

80年代，我用省吃俭用攒下的

钱开始逐步地修复这座寺庙。

那时候挣钱不多，有点钱便买

一些材料修复一些。寺庙的西

墙快要塌了，上面绘有很多精

美的壁画，我一个人拉了20车

石头才将这面墙保护下来。”

对于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无怨无悔地守护着这座寺庙，

赵明宣说：“这些文化遗产是

无价的， 保护它是我们的责

任，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

让它永远保留下去。” 赵明宣

的儿子赵乾国对记者说：“我

们全家都非常支持对这座寺

庙进行修复和扩建，这毕竟是

老人的一个心愿。我们曾让他

搬到楼房去住， 但是他不肯，

说修好的寺庙需要有人来看

护，希望能够尽其所能保护和

传承这些文化遗产。”

文·摄影/本报记者牛天甲

守庙人

清

扫

院

落

寺庙内的壁画

用20车石头将墙保护下来

还未完工的新建大殿

赵明宣在过年过节时都要敲响大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