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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

““来来找找我我们们的的都都是是弱弱势势群群体体””
“我做兼职的钱要不回来了，怎么办呢？”在山东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值班的

志愿者经常能接到这样的求助电话。每年都有几十名法学院学生，利用课余从事法
律援助公益事业，让弱势群体感受到法律的公平。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剑秋

四个月接案50件
目前共有近60名志愿者

“我在工地打工，老板到现在也
没给钱，该咋办啊？”21日，在山东大
学法律援助中心，正在值班的志愿
者接到了一名农民工打来的电话，
希望能帮忙把工资要回来。

“记不清这是今年第几个了，求
助的电话挺多。”在耐心给予解答
后，志愿者刘小凡建议对方能来一
次，当面了解更多的情况，才能给出
最合理的建议。

这不是一个专业的律师事务
所，只是山东大学法学院志愿者组
织的法律援助中心，共有七个法援
小组，每天都会有人值班，对接案已
经比较娴熟。“在校内我们还会加上

‘学生’俩字，是众多社团中的一
个。”

从2004年建立，山东大学法律
援助中心已经走过了十年，这个基
本由法学院研究生组成的团体，旨
在向学生及社会民众提供专业法律
咨询援助，目前共有近60名志愿者。
从今年9月份到现在，除去平常的咨
询外，山大法援中心深度介入的案
子有50多个，其中大多都是经济基
础薄弱的弱势群体。

刘小凡说，来找他们求助的
很多都是有理无钱的弱势群体，
而社会上专业机构又很难提供帮
助。这些弱势群体走法律途径产
生的费用，“中彩金”法援项目可
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农民工、妇
女儿童及大学生居多，今年有四
分之三的农民工走了‘中彩金’法
援项目。”

大学生被侵权案件非常多
就业、创业、兼职报酬纠纷在大学生中最常见

“这些法援的案子对律师事务所来说或
许小得不值一提，但我们从未懈怠。”李盖是
今年刚保研到山大法学院的准研究生，是山
大法援中心的新人。

“学生遭遇侵权的情况非常多，我们很
大一部分时间要为学生们提供法律服务。”
据介绍，在校大学生请求援助多是为了就
业、创业等问题。另外，学生兼职报酬争议等
也挺常见。

曾有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因是否需
缴纳三方协议违约金的问题，向援助中心请求
法律援助。这名学生在学校发放三方协议之
前，就使用用人单位提供的“三方”签订了就业

协议。在出现违约情况后，学生不知是否应该
缴纳违约金。

“我们当时建议他跟用人单位正常解约，
这样就不用交违约金了。”有了专业的法律建
议，这名同学很快解决了问题，但如果按照民
事合同算，这名同学是违约的。

刘小凡说，近几年大学生违约率渐增，违
约金是用人单位为了约束学生而设立的，但目
前社会上对大学生违约金问题也有争议。为了
弄清楚业界和主流观点对此问题的看法，法援
小组专门咨询了专业律师和老师。“主流观点是
三方协议属于民事合同，但如果用劳动法来解
释，这对大学生是不合理的。”

苦恼无法跟进案件
在校学生不能申请实习律师资格证

在与志愿者们的交谈中，记者
发现不少案件基本都只是停留在咨
询层面，继续深入进行代理、甚至能
跟进诉讼程序的相对较少。对此，志
愿者们也存在困惑与无奈。

“这涉及到责任承担的问题，而
我们目前还没有资质。”刘小凡说，
尽管志愿者都拥有专业法律知识，
绝大多数也过了司法考试，然而在
校学生不能申请实习律师资格证，
也就无法进一步跟进案件。

在参与法援过程中，志愿者们
也发现，人们事前的法律保护意识
不够，多数人还是觉得“太麻烦”。很
多人在事件发生前不去咨询专业人
士，一般都是走到起诉阶段才发现
之前的证据不够。”

“法律是好，可没事谁找法律
啊……”在进社区进行普法宣传时，不
少大爷大妈反应比较冷淡，经常让这
些怀着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心凉半截。

在不少人看来，大学生法律援
助行动本身还是稚嫩的。有网友说，
公益法援值得称赞，但法律案件头
绪复杂，以学业为主的学生能真正
做好专业性的法律援助吗？

校内也有学生表示，可能是宣传
力度不够或者面向特定群体的原因，
感觉他们在校内的存在感并不强。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山大法援
中心，他们通过举办活动、微信、微
博等方式在扩大宣传。“一批批地来，
又一批批地走，新人来了，许多东西
又要重新来一遍。”刘小凡即将开始
实习、写论文，自己的工作也将移交
给研一的学弟学妹们，怎么建好铁
打的营盘，也是他们考虑最多的。

山大法律援
助中心的志愿者在
济南泉城广场进行
普法宣传。

本报记者 王
光营 摄

公益人物

山东大学学生
法律援助中心志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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