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长宁区人大代表刘瑾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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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工作做出了不简单成绩
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玮十多年不忘初心为民服务
王闲乐

    虹桥社区 AI食堂是沪上首家社区 AI食

堂，这里所有的菜品都由机器程序自动烹饪，
从面粉到面条只需 8秒。满满的高科技加上

价廉物美的高性价比，已然成为一个网红打
卡地，尤其受到老年人的欢迎。这背后离不开

长宁区人大代表、上海熙香艺享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创始人刘瑾的努力。

助餐点低利润高要求
刘瑾是一位 80后，有想法、有干劲。她介

绍，熙香起初做的是白领餐。2017-2018年，熙

香就已经开始做外卖助餐。因为外卖助餐要
送到老人家里，尤其在节假日，成本会很高。

2019年，她替补当选长宁区人大代表后，通过
走访调研，和老旧小区居民接触，不停地听到

群众的反映和市场的反馈。她发现，虽然社区
里饭店很多，但是价格普遍偏贵。真的便民餐

饮却是低利润的，很多助餐点全靠政府补贴。
而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于养老助餐的

社会需求又非常迫切。而这正是她可以以身作
则、发挥自身企业优势、精耕细作的地方。

助餐点是一个低利润、高要求的业态，想

要可持续性发展，获得老百姓满意，就得发挥
技术优势改粗放式为精细化运营，“挤出利

润”“变出花头”才可以让社区助餐点令人满
意。于是，她把整个助餐产业链上的人工、食

材、运营费等环节的价格进行一一剖析，做到

全程可追溯。2019-2020年，熙香开始和政府
合作，由政府出场地，在社区活动中心做助餐

点。类似古北市民中心这样的助餐点已经做
了 20多个，很受欢迎。

“新基建”下餐饮新模式
但是不管是送外卖还是助餐点，都是便

当的形式，老百姓觉得口感丰富度太少。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2021年，熙香和虹桥街道合
作，打造了虹桥社区 AI食堂。以 AI+物联网技

术为核心，赋能传统中餐后厨，以智能化终端
基础设施为基础，立足于数字产业化，熙香逐

渐探索出了符合上海“新基建”下的社区餐饮

新模式。

“智慧真便利，让老人无障碍消费；好吃
不贵，健康卫生，这些就是当代社区助餐点应

该具备的特点。”刘瑾介绍，做 AI食堂，就是
做精细化切分，能用技术代替人工的，就用技

术。省下来的人工可以用来提高品质，质量也
会更加稳定。伴随着社区 15分钟生活圈的建

设，AI食堂既能够满足嵌入式社区配套的需

求，又能够通过市场化运作，减轻政府财政负
担，帮助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解决吃饭难题。

企业可以得到可持续的发展，老年人可以获
得持续不断的关心。

把自己定义为“特长生”

她认为，作为一名区人大代表，一方面起
着一个穿针引线的联系人的作用；另一方面，

如果她能做的可以先做，寻求问题的解决途
径，做了后说服力更高，可以带动其他人一起

做。把亮点做出来后，可以去复制推广。
刘瑾把自己定义为一位“特长生”。“我的

重头戏在助餐这块，做助餐还有个好处，可以

拉近我和老百姓的距离。”刘瑾说，她平时不
太坐在办公室，经常会去门店兜。通过一个助
餐点，可以看到很多需求。

在一个社区里，不仅要做好
硬件配套，软实力也要跟

上。老年人的心理疏导等也
应该要得到重视。

本报记者 屠瑜

AI食堂助力社区新基建
———记长宁区人大代表刘瑾

阿拉身边的代表 ···风风风采采采

    本报讯（记者 江跃

中 实习生 陈函冰）近
日，静安区彭浦镇海鹰居

民区的会议室里呈现一
片热闹的景象，59 号楼

加装电梯在这里正式签
约，这也是彭浦镇今年签

约加装的第 100台电梯。

自 2019年 1月远龙公寓

加装电梯工程竣工、成为
上海首例整个小区全部

加装电梯的小区以来，彭
浦镇成片成规模循序渐

进推进加梯，目前共有在
用、在建、在批加装电梯

110台，累计完工启用电

梯 19 台，正在施工 24

台，历年来受惠居民户数

达 2600余户。
彭浦镇党委、政府将

开工建设既有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纳入了 2021年
政府实事项目，启动“我

为群众办实事”百场便民
服务，“老房圆梯梦”成为

“决心”项目之一。
今年 3月，辖区绿园

小区 12个楼栋中的最后

1个楼栋正式签订加装电
梯合同，这标志着小镇建

成第二个“整小区”加梯
的小区。5月 28日，白遗

桥居民区永灵小区举行
首批 6 个加梯楼道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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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福州路 209号上海金融法

院，穿过古朴的大门和回廊，首先映
入眼帘的便是一个科技感十足的诉

讼服务中心。中小投资者保护智慧
舱、智助立案、不断滚动的大屏幕，

虽然平时只有几名工作人员，但在
一堆“黑科技”的帮助下，完全可以

从容处理上亿元标的的立案工作。

谈起这个诉讼服务中心，上海
金融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诉

调对接中心、信访办公室）副庭长徐
玮如数家珍。上海金融法院成立 3

年多来，徐玮和立案庭的同事们一
起，把立案这件“简单”的工作做出

了不简单的成绩。

用心做好
“简单”的立案工作
和承办法官相比，立案庭法官

往往并不起眼。平时交流时，大家会

说：“这个精品案件是我办的”，很少
有人会讲：“这个精品案件是我立

的”。但在徐玮看来，要把这份简单
的工作做好并不容易。

上海金融法院成立第一周，徐

玮就感受到了压力。“第一周就来了
54件案件，标的总额近 10个亿，涉

及 180多个当事人，纠纷涉及的交
易产品、法律关系纷繁复杂，管辖权

审查难度极大。”看着一个个用拉杆
箱装着材料前来立案的当事人、律

师，在堆积如山的 A4纸前疲于奔
命的同事，直接“累到罢工”的扫描

仪，徐玮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
用科技手段，减少当事人和法官的

负担？”
这个想法得到了院领导的大力

支持。徐玮带着立案庭的同事们开

始了前期的“用户调研”，充分听取

各方的需求。
比如，执行局的法官反映，立案

时提交的保全材料容易出问题，经
常需要把当事人找来重新修改、做

笔录，既增添了当事人的诉累又影
响了保全效率。于是，徐玮联合执行

局研究对策，将诉讼指引内嵌到“智

助立案”系统中，当事人提交财产保
全申请的一次成功率大幅提升。

2020 年 6 月，集合了“诉讼业
务一窗受理、多元解纷一站通办、辅

助事务一键委托、文件材料一柜收
转、诉讼服务一屏通览、诉讼风险一

次告知”六大服务功能的升级版诉
讼服务中心正式启用，立案大厅内

的受理窗口被一排液晶电脑取代。
这一天，上海耀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立花拎着小挎包，从中掏出一个

U盘，坐在“智助立案”专用电脑前，
轻松完成了立案工作。

将心比心
让当事人感受司法温度
“立案庭是人民法院面对人民

群众的第一线，我们要充分展示立

案庭的专业、高效、温暖，打造金牌
窗口，擦亮金字招牌。”作为立案庭

党支部书记，徐玮曾在支部党员大
会上说。

上海金融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

中，近 50%为中小投资者起诉上市
公司的群体性证券虚假陈述类纠

纷。原告中有不少是普通股民，在金
融、法律知识上都有所欠缺，维权起

来成本极高。为此，上海金融法院创
设了“中小投资者保护智慧舱”。

设计时，徐玮和同事们围绕中
小投资者保护智慧舱的功能反复打

磨，核心诉求只有一个———实现“智

能化”立案。诉讼主体资格自动校

验、立案信息自动生成，依托示范判
决机制，当事人什么材料都不带，进

入智慧舱也能完成立案登记。
这种温暖更体现在立案庭日常

工作的点点滴滴。一位当事人回忆
了这样一个细节，她在拆分材料过

程时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工作人员

“很有爱地拿来了药箱、找出消毒棉
球和创可贴”。她在上海金融法院成

立三周年征文中写道，“立案部门的
法官天天面对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接

收处理繁重的立案材料，公正无私之
外还能抱有一颗关爱温暖当事人的

心，着实让我感动并记忆良久”。

“其实做到这一点很简单，就是
将心比心，把自己换到当事人的角

度去思考。”徐玮说。

专心致志办好案
如果对法院缺乏了解，或许会

认为立案庭“只立案，不判案”，其实

不尽然。徐玮所在的立案庭，还承担
了诉前调解、证券群体性纠纷平行

案件集约化审理等职能。
方正公司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

被判赔偿 4名投资者损失。这不是

一起普通的个案，而是全国首例证
券纠纷示范判决。4名投资者背后，

是上千名有同样遭遇的投资者，总
索赔金额高达 1.69亿元。示范判决

生效后，大量平行案件涌入立案庭。
在每月办理近百件传统立案庭案件

的同时，还要审理约 350起平行案
件，占全院案件总数的 40%以上。

时间紧任务重，徐玮却对完成
审判任务充满自信，这份自信来源

于立案庭法官过硬的专业素质。在
徐玮的带领下，立案庭的学习研究

氛围向来很浓厚。“非排他管辖、不

对称条款，这些管辖条款效力的研

究，既需要我们熟悉国内法律，还需
要我们了解行业实践、域外实践。最

近，我们还在研究跨境金融纠纷管
辖的适用对象及条件。”徐玮说。

扎实的理论为良好的办案效果
打下了坚实基础。2018年，徐玮通

过在线调解成功化解一起跨区域超

亿元金融合同纠纷，入选最高人民
法院“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

案例”。
2019年，她向金融机构发送司

法建议书，建议在合同中增加多元
解纷条款，优先选择诉前调解方式

解决纠纷，获当事人积极回应。
2020年，她依法审查一起标的

额超 26亿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仲
裁协助保全申请，明确并细化相关

仲裁协助保全的相关原则，彰显了
内地法院对涉外、涉港澳台商事仲

裁的友好支持立场。
“立案法官也会面临来自各方

面的挑战，更要勇于应战。”为此，徐
玮自加砝码，不让自己有“舒适区”，

坚持干中学、学中干，不断思考、不
断摸索，也在实践中不断攻破一道

道难关。

向世界传播
中国金融司法声音
日前，明明是中午休息时间，上

海金融法院一间会议室内，十余名

青年法官却讨论得热火朝天。仔细
一听，原来他们是从一部热门电影

切入，谈起了其中体现的外国金融
司法特点。

这是上海金融法院“译研社”组

织的一场日常讨论活动。“译研社”
汇聚了金融法院 43名有志青年，秉

承“本土问题，全球视角”的宗旨，分

析研究域外金融司法新案例，翻译

传介我国金融审判新进展，致力于
打造一个前沿、开放、比较的金融审

判实务交流平台。
担任“译研社”社长的正是徐

玮。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复
旦大学法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法

律与金融专业理学硕士，曾赴美国

哈佛大学法学院交换学习。在她看
来，金融风险犹如蝴蝶效应，会在各

国市场之间传导放大。要防范金融
风险，需要有国际视野。

翻译英文版管辖规定、诉讼指
南，更新英文版门户网站新闻，参与

“庭审智能传译系统”的开发，编写
涉外、涉港澳台金融纠纷典型案例

……在徐玮的组织下，三年来，“译
研社”翻译作品 40余篇，被国内外

知名期刊刊载，翻译校对上海金融
法院案例、新闻稿件等百余篇。

2019年 10月，英国最高法院
大法官霍奇勋爵一行参访上海金融

法院。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前
法官威廉 ·布莱尔爵士说，他通过上

海金融法院的网站，更好地了解了
中国金融司法实践。罗宾 ·诺尔斯法

官代表伦敦金融法庭主动提出与上
海金融法院相互交换、共同发布重

要金融案件判决的合作建议。
曾有人感到不解，以徐玮的履

历，如果去律所或者企业，不是能赚
更多钱吗？对此，徐玮说，自己对法

官这个神圣的职业充满向往。

“本科时，我去上海二中院旁听
一场劳动纠纷的庭审。庭审结束后，

书记员和当事人都走了，法庭的灯
也暗了，黑漆漆的法庭只剩下我一

个人。我悄悄走上审判席，轻轻地敲
了一下放在桌上的法槌。”

十多年过去了，初心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