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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案件112264件，未成年人指定辩护53451
件。 

 民事案件610198件 
 受援人为农民工的民事案件为185398件，占民
事案件的30%。 

 劳动报酬178325件 
   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70852 
   婚姻家庭60086 
   交通事故64233 
   医疗事故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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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  

 目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时间：2009.6-2010.12 
 特点：法律援助与民生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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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 
 开展便民窗口建设 
 增加申请渠道 
 简化受理审查程序 
 完善服务方式 
 提高服务质量 
 加强工作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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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 

 江苏省政府转发省厅《关于扩大法律援助受理
事项范围的意见》，将与环境污染、征地拆迁
等有关的六类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深圳先行实施辅助性法律援助制度，将更多的
低收入群体纳入了法律援助范围（家庭经济状
况高于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但低于本市上年
度在岗职工人均月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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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便民窗口建设 

 江苏制定了《法律援助机构窗口建设和
工作规范》，全省每个法律援助机构办
公接待用房面积平均达到130平方米，扬
州市超过了1200平方米。  

 山东、广东、浙江临街“落地”便民接
待窗口建成率分别为机构总数的94%、
90%和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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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法律援助申请渠道  

 广东深圳在全市法院、劳动仲裁机构、外来务
工人员集中地区设立便民服务窗口，其中宝安
区还在医院设立咨询服务窗口，对因工伤、交
通事故入院需要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服
务。 

 浙江“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建成率达90%
以上，确保了群众在一小时内找到法律援助机
构，同时规定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在全省任何一
个援助点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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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受理审查程序 

 法律援助卡持卡人可免除经济困难审查。 
 

 河南选择1000多个管理规范、信誉良好
的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赋予其受
理并直接办理免审查经济条件类法律援
助事项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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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服务方式 

 推行点援制  
         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河南、安徽、山西等一些律师资源丰富
的地方组织志愿律师建立法律援助律师
专业分类名录，载明律师专业方向、执
业年限、办案经历等，供受援人选择确
定案件承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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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对受援人最有利的方式解决纠纷 
          建立多种援助形式并用的纠纷解决
机制，合理采用咨询、代书、调解、仲
裁、诉讼等援助形式。 

         坚持调解优先原则，根据受援人意
愿力争采取调解方式处理，以最少的投
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维护弱势
群体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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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办结526348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
其中非诉讼案件257050件，占48.8%，其中
绝大部分是协商调解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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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心理疏导 

 深圳将社会工作引入法律援助服务，利
用法律、心理、社会学教育背景社会工
作者的专业知识提供多方面服务，帮助
受援人走出心理阴影。 

 江苏扬州法律援助中心增设“心理辅助
咨询”窗口，聘请心理学专家为受援人
提供心理咨询，帮助来电来访者培养健
康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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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服务质量 

 深圳市要求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须具有三
年以上的执业经验 

 韶关市禁止实习律师单独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
从源头上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质量 

 广州建立了“专管律师”和“集体听审”制度，
对指派的每一个案件都有一名法律援助律师全
程跟踪监督，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组织律师集
体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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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建立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案件评估管
理体系，出台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
准、办案程序规则、法律援助人员执业
规范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提高了援助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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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工作机制建设 

 河南加强与法院的工作衔接，在全省推
广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在全省
所有中级、基层法院设立值班律师办公
室。 

 广东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调
解衔接机制，与法院、卫生部门建立医
疗争议案件解决机制，与信访部门建立
信访案件衔接机制。  



20 

下一步的发展 

 各地在便民活动基础上，建立便民服务
长效机制，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各地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完善法律援
助制度。 

 总结各地经验，制定法律援助程序规则，
研究推动法律援助立法。 

 根据实际需要，增强保障能力，促进后
续发展。 



21 

启示 

 维护和促进民生，是法律援助重要的价
值追求 

 依法为经济困难公民提供便利，是法律
援助重要的理念和基本的作法 

 总结经验，完善制度，增强保障，推动
立法，是法律援助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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