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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法治发展的阳光

法律援助法保障更多公民享受法律援助：一是努力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
护全覆盖；二是请求有关赔偿、给付和支付劳动报酬等，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
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三是符合法定情形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
条件限制。

法律援助服务应当进行第三方质量评估、完善全过程监督；规定重大刑
事案件法律援助的资质，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培训；根据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发
放补贴，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应当作为法律援助信息公开事项向社会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

“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益”，不受经济困难
条件限制；在为女性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注重女性的特
殊需求，并遵守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任然

在四川省成都市群
众接待中心（下称中心）
的三楼陈列室里，有一
面墙，层层叠叠地挂满
了几十面群众送来的锦
旗，“为民所急 为民解
忧”“全心全意无微不
至”……字字表达着群
众的感谢。

锦旗背后，是一个
个“维护民利”“凝聚民
心”的故事。

今年年初，陕西某
高校女大学生，由学校
委托中介机构来到成都
某公司实习。在第三天
上班途中，女大学生不
幸遭遇车祸，重伤入
院。经公安部门调查，
肇事司机车速较快、女
大学生闯红灯，事故双
方均负有一定责任。女
大学生家属在垫付了一
定的医疗费用后，无力
再垫付，便来到中心信
访求助。

中心接到群众求助
后，即刻启动了妇女儿
童信访维权专项工作机
制，成都市信访局领导
要求立即召集涉事相关
单位召开协调会，本着

“以人为本 生命至上”
的原则，全力救治群
众。当天，中心便组织
涉事公司所在区和成都
市交管局相关负责人、
女大学生实习公司及保
险公司负责人和当事人
家属等，在中心一楼调
解室召开协调会，协商
处理办法。

在“公司认为女大
学生是实习生，与其无
合同关系；劳务中介公
司为女大学生购买的保
险还未生效，保险公司
也无法垫付；肇事司机
经济能力也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成都市信访
局提出“特事特办，先治病救人”，经过多方协
调后，女大学生所在实习公司、中介公司及保
险公司均提前垫付了紧急救治费用，并给予
一定金额赔偿，解决了女大学生医疗费用的
燃眉之急。

“解决了此事件后，女大学生家属也给我
们送来了锦旗。”据中心负责人介绍，“近3
年，因解决妇女儿童诉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收到的感谢锦旗有15面。”

据悉，2018年以来，成都市信访局本着
“关爱妇幼”工作理念，注重从顶层设计入手，
结合创建“人民满意窗口”活动，建立了妇女
儿童信访维权专项工作机制（下称机制）。

首先，在市群众接待中心组建妇女儿童
工作专班，将妇女、儿童和家庭到市上访求助
的信访事项纳入机制，专事专办、专人盯办、
限时办理。

“按照《信访条例》规定，信访工作机构收
到信访事项1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告
知信访人，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
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不得超
过30日）。”中心负责人进一步说明，“涉及妇
女儿童权益的诉求，按照机制，专人盯办并提
高了办理要求，信访部门当日转交有权处理
的责任单位办理，相关责任单位7日之内决
定是否受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合理诉求一
般情况下要求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办结。”

其次，在成都市3000多个村（社区）群众
工作之家为妇女、儿童开设政策解释和法律
咨询等窗口，为他们争取自身合法权益提供
政策和法律援助，解决了南江村孔女士的土
地收益问题，帮助钟山村叶女士进行了土地
确权等。

3年多以来，成都市信访局共接待、协调
处理妇女儿童和家庭求助的信访案件385批
1200余人次，在第三方机构的测评中显示，
群众满意率达100%。

“尊重和关爱妇女儿童，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是促
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心负责人
说，下一步，中心将继续健全深化机制，延伸
工作手臂，搭建联系桥梁，探索联合妇联、民
政、公检法司等部门建立相关合作机制，更积
极、更有针对性、更深切地把心贴近妇女儿
童，为妇女儿童排忧解难，不断增强妇女儿童
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新制定的法律援助法，新法将
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为确保法律援
助的质量，法律援助法做出了哪些规定？对
群团组织特别是妇联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将
产生哪些积极影响……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

保障更多公民平等享受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无偿提供法律
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
茂说，其目的在于为经济困难公民和其他符
合条件的当事人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权
利提供帮助，是国家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
成部分，也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内
容。

法律援助法的制定，将使广大人民群众
无论经济条件好坏、社会地位高低，在遇到
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及时有
效获得法律帮助，推动“公民在法律面前一
律平等”真正得以实现。

郭林茂介绍，法律援助法保障更多公民
享受法律援助。一是努力实现刑事案件律
师辩护全覆盖。包括：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
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法律
援助；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
未成年人、有关残疾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
行为的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的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被告
人、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及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人员，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检察
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
师担任辩护人；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
事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
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二是请求有关赔偿、给付和支付劳动报
酬等，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可以申
请法律援助。包括：请求国家赔偿，给予社
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发给抚恤金，给
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确认劳动关系或
者支付劳动报酬，有关事故请求人身损害赔
偿等。

三是符合法定情形申请法律援助不受
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包括：英雄烈士近亲属
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因见义勇为行
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再审改判无罪申请国
家赔偿，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主张
相关权益，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
情形，为以后和地方扩展新情形预留空间。
另外，不服司法机关生效的裁判或者决定提
出申诉或者申请再审，也可以依法申请法律
援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法律援助研究
院院长吴宏耀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法律援助制度是重要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是“弱有所扶”的社会保障制度，集中体现了
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优越性和本质特征。

“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律援助制度主要是指
与辩护权相关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与西
方法治国家不同，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自
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以保障刑事辩
护权为核心的刑事辩护制度，这是人权司法
保障制度的一部分；其二，弱有所扶的民生
工程。一句话，法律援助法关注的是社会弱
势群体，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法
治发展的阳光和温暖。”

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可持续发展
的生命线

法律援助的质量是法律援助法制定过
程中的一大焦点问题。

“通过强化保障和监督措施，让当事人
享受到更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更有获得
感。”郭林茂说，一是明确法律援助机构和人
员的义务。包括：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
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提
供法律援助服务，并应当按照规定向受援人
通报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对于可能被判
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以及死刑复核案件
的被告人需要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
当指派具有三年以上相关执业经历的律师
担任辩护人，等等。

二是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包
括：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法律援助工作，
建立投诉查处制度，受理受援人的投诉并及
时调查处理，制定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
定期进行质量考核；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
助机构建立法律援助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向

社会公布法律援助资金使用、案件办理、质
量考核结果等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完善法律援助有关运行机制。包
括：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培训法律援
助人员，提高其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法律
援助机构应当综合运用庭审旁听、案卷检
查、征询司法机关意见和回访受援人等措
施，督促法律援助人员提升服务质量；律师
协会应当将律师事务所、律师履行法律援助
义务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容等。另外，法
律还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

在吴宏耀看来，对于受援人来说，法律
援助尽管是无偿的，但是法律援助并不是慈
善、不是单方受益的行为；相反，如果法律援
助服务质量不高，可能会给受援人造成不可
挽回的损失。“法律上的失误，有的甚至会对
个人的实体合法权益造成巨大的伤害。因
此，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生命
线。”

吴宏耀说，根据“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高
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法律援助法特别强调
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与2003年的法律援
助条例相比，立法增加的条文主要体现在服
务质量保障体系上。比如，立法新增了第五
章“保障和监督”的规定。其中，第57、59条
是两条创新性规定，要求法律援助服务应当
进行第三方质量评估、完善全过程监督。此
外，立法还规定了重大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
资质，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培训；根据法律援
助服务质量发放补贴，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应
当作为法律援助信息公开事项向社会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等等。总而言之，通过对法律
援助人员的资质要求、服务过程的全程监
督、服务结果的评估与考核，立法建立了一
套比较成熟的质量保障体系。

立法为妇联开展特色化法律援助
服务提供依据

法律援助法积极拓宽法律援助提供渠
道，鼓励、支持更多社会力量提供法律援
助。立法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群团组织、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依法提供法律援助，同
时增加规定：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
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开展法律援
助工作，参照适用本法的相关规定。

在吴宏耀看来，女性法律援助在心理特
征、服务需求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特殊性。
立法为妇联开展特色化的法律援助服务提供
了依据。在有条件的地区，妇联可以依法独
立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利用自身资金和
优势，为女性群体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具特
色、更加专业的法律援助服务，以最大限度地
适应女性法律服务特殊需求，推动女性法律
援助服务的专业化发展。“当然，无论当地妇
联是否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女性都有权
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妇女群体会遭遇更多的生存、发展、家
庭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实践教学研究室副
主任、副教授赵志华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在婚姻家庭问题中妇女群体遭遇更多
的伤害，多数又无力反抗，非常需要寻求法
律援助。

与妇女群体相关的还有法律援助法第
32条、第45条。按照第32条的规定，“遭受
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
权益”，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吴宏耀告
诉记者，在司法实践中，虐待、遗弃、家庭暴
力的大多数受害人都是女性。因此，妇联应
当积极宣传这方面的规定，让更多女性能够
依法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服务。按照第45
条的规定，在为女性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时，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注重女性的特殊需求，并
遵守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例如，在人
员安排上应当优先指派女律师；应当注重保
护女性隐私等。

赵志华认为，第32条具有重要意义，特
别针对“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妇
女提供法律援助，无论经济情况是否困难，
都提供无条件的法律援助。此外，该条表明
对妇女群体提供的法律援助是广泛的，全方
位地保障了妇女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在赵志华看来，妇联组织开展法律援
助，能够兼顾妇女群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被害人权益的双向保护，避免妇女群体受到
二次伤害，积极寻求相关政府部门、专业机
构的支持等。可以发挥妇联的工作优势，任
务分解细化，职责分工明确，切实为妇女群
体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法律援助。此外，
妇联可以鼓励妇女积极地拿起法律武器依
法维权，配合援助律师充分收集妇女群体被
伤害的证据，有力地打击虐待、遗弃和家暴
等行为，捍卫女性合法权益。

妇联组织法律援助要加强性别和
专业培训

湖南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律事务专
业委员会主任、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万薇从2015年就开始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
援助。她发现，到妇联求助的女性相对较
多，妇联组织提供法律援助非常有必要。妇
联组织更懂妇女，能够更好地为妇女群众提
供服务。

万薇提供法律援助的当事人，有遭受家
庭暴力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有因家暴导致故
意伤害的实施者，有因遭受家暴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有因家暴导致离婚的，还有遭
遇强制猥亵、强奸的被害人等。她最切身的
感受是，涉及妇女儿童权益案件，“比较难
办，法律援助工作难度大。”

“妇联组织开展法律援助，要对法律援
助律师加强培训，包括性别意识、涉妇女儿
童案件的特点等。”万薇说，涉及妇女儿童的
法律援助案件，工作量大、事情琐碎，不少最
后并不能成案，希望能给予一定的补贴。

赵志华告诉记者，在法律实施过程中，
妇联组织应当发挥法律援助联系点的作用，
组织专家、律师深入开展妇女法律援助维权
讲座和服务，提升女性法律知识素养。应当
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查程序，提高指派效
率，方便妇女群众得到便捷优质的法律援助
服务。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展开法律
援助服务，就重点法律问题，例如反家庭暴
力、就业歧视、劳动纠纷、讨薪维权等进行重
点宣传服务，提供法律咨询。

——专家解读法律援助法

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包河大队民警为
孩子们讲解交通安全标识。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包河大队民警教学生们学习交警手势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包河大队民警教学生们学习交警手势。。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姚公社区
在合肥市锦城小学开展“交通安全教育进
校园”活动，邀请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包
河大队民警为孩子们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助力新学期安全出行。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成都市信访局本着“关爱妇幼”

工作理念，注重从顶层设计入手，在

市群众接待中心组建妇女儿童工作

专班，将妇女、儿童和家庭到市上访

求助的信访事项纳入机制，专事专

办、专人盯办、限时办理。

交通安全教育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