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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标对表中央部署紧盯不放一抓到底

◆ 固定好经验好做法健全常治长效机制

◆ 拓展宣传深度广度发动群众及时举报

◆ 严肃问责为源头铲除涉黑恶土壤加压

陕西打赢扫黑除恶收官战有何诀窍

□ 本报记者   郑剑峰 孙立昊洋

□ 本报通讯员 胡  滨

　　“判了，判了，死刑！”法槌落下，群众奔走相告。

　　2012年起，宋斌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在陕西省西安

市开设多处赌场，组织吸毒及刑满释放人员多次实施

贩毒运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持刀追砍村民，为非作恶，

残害群众。

　　2020年12月21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宋

斌等27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

案，被告人宋斌被判处死刑，其他2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

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3年不等刑罚。

　　宋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覆灭，是陕西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取得的成果之一。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陕西省委政法委获悉，3年

来，陕西分别侦办涉黑案件、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恶

势力犯罪团伙案件91件、313件、487件，破获刑事案件

15319起，刑事拘留或逮捕18797人，查封、扣押、冻结涉

案资产95．62亿元，起诉涉黑涉恶案件777件6028人。

坚持高位推动

　　据介绍，3年来，陕西省委、省政府先后召开省委常

委会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会议等20次，主要负

责人多次作出指示批示，深入调研指导。

　　专项斗争伊始，陕西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印发《关

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施方案》，成立以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为组长，省级政法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

负责人为副组长和成员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3年来共召开领导小组会议28次，推动落实专项斗

争工作。省委分管领导先后4次向各市（区）主要负责人

致信，提出阶段性工作重点和要求，两次到省级重点行

业主管部门调研督导。

　　记者了解到，陕西省将扫黑除恶纳入目标责任考

核范围，作为干部考察任用的重要依据；实行市县两级

政法委书记、公检法“三长”扫黑除恶承诺制；组织对

市、县和省级成员单位开展6轮督导，分3批约谈各市

（区）主要负责人；陕西省纪委监委印发《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的实施方案》，严肃查处专项斗争中不作为、慢作

为的渎职违纪行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以来，我们始终将专

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紧抓不放，专项整治中形成

的好经验好做法将被固定下来，建立健全常治长效机

制，确保三秦大地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陕西省委

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副组长黄超说。

　　2020年12月30日，陕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庄长

兴主持召开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2020年第7

次会议，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对标对表党中央有关专项

斗争的部署要求，对尚未查结的线索、尚未办结的案

件、尚未处置完毕的涉案财产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积

极谋划推进“六建”工作，持续提高扫黑除恶法治化、规

范化、专业化水平。

始终依靠群众

　　2020年11月23日至24日，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葛

七宝等人涉黑案经西安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据了解，殴打执法人员、声称自己“就是政府”的葛

七宝黑社会性质组织强买强卖，非法占用农用地经商，

通过垄断小区水电供应、开设赌场等手段牟取巨额经

济利益，对举报群众实施恐吓、打击，还拉拢腐蚀国家

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

　　2020年9月4日，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以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5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被告

人葛七宝有期徒刑24年，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罪名判处其他29名被告人16年至1年9个月不等刑罚，10

名公职人员被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受贿等罪

名判处16年至3年不等刑罚。

　　“判得好！这两年西安的社会治安越来越好，老百

姓被欺负了有地方举报，举报了就有人管。”西安市民

赵先生与记者交流时坦露心声。

　　陕西将依靠群众作为专项斗争的力量之源。庄长兴

3次召开扫黑除恶宣传工作专题会议，协调各媒体和政

法宣传干部拓展宣传深度广度，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及

时举报。全省群众对专项斗争的知晓率高达98．26%。

　　3年来，陕西省主流媒体开设“扫黑除恶进行时”专

栏，各类新闻媒体刊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稿件27．6万

余篇，省市县三级召开新闻发布会90多场，各地以秦

腔、陕北说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举办宣讲和演出

3．7万余场。全省共受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24710条，发

放举报奖金325．65万元，1352名犯罪嫌疑人在专项斗争

的强大宣传攻势下投案自首。

　　此外，陕西省坚持领导包抓、提前介入、提级办

案、异地用警、案件会商等工作机制，集中开展一系列

专项行动；在“六清”行动中，各类线索、案件以及

“三书一函”办理实现动态清零；全省60名涉黑涉恶

目标逃犯全部到案，判决财产刑和判决追缴、没收违

法财产执行到位率分别为86%、83．9%。

建立长效机制

　　推进“六清”行动，落实“六建”任务，陕西省高起

点开局常治长效，实现专项斗争圆满收官。

　　2020年12月7日，陕西省纪委监委通报4起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典型案例。

通报强调，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

战收官之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

定“打伞破网”的信心决心，在履行好“六建”工作任

务同时，严肃问责责任落实不到位。

　　统计数据显示，3年来，陕西省共立案查处涉黑涉

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3758件5713人。陕西省公安厅对

涉案资产5000万元以上的重点案件“打财断血”情况

逐案过筛，在陕西省法院开展的“三秦飓风”财产刑执

行专项行动中，涉黑涉恶执行案件结案率达94．67%。

　　“我们坚持一手抓重点行业整治、一手抓建强基

层组织，全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让黑恶势力

无处容身。”陕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扫黑办副主任

陈明说，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12个重点行业累计

整治行业乱象43439个，专项整治破获“黄赌毒”和治安

案件3658件，累计排查村“两委”干部13．5万人，清理不

合格村干部3048人，全省共发出“三书一函”3947件，整

改率82．11%，大力推进“无黑无恶无乱”创建，不断增

强 对

黑恶势力的“免疫力”。

　　着眼于建设长远机制，陕西省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制定下发《关于建立扫黑除恶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省级政法单位联合出台《重大黑恶势力犯罪案件通报

会商机制》等规范性文件，省委宣传部制定《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新闻发布内容审核规程》，西安、宝鸡、铜川、

安康等市和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分别梳理形成《长效

机制汇编》。

　　记者从陕西省委政法委了解到，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全省各部门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问

题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社会治安环境明显好转，党风政

风社风明显净化，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夯实，市场秩序和

营商环境明显优化，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不断提升。

　　本报讯 记者刘志月 实习生刘欢 记者从湖

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3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

打掉涉黑组织206个、涉恶犯罪集团258个、涉恶团伙

3473个，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26502名，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14814起，查扣涉案资产177．74亿元。

　　湖北省扫黑办副主任、省公安厅副厅长胡甲文

介绍说，湖北公安紧盯重点打、拓展领域打、优化策

略打，攻克全国扫黑办督办的多起重大涉黑案件；推

动扫黑除恶向金融、网络等新兴领域延伸，打掉非法

放贷团伙529个，查扣涉案资产80多亿元。

　　针对跨境追逃难题，湖北公安机关组建省市

县联合专班，加强国际警务协作，“追抓劝投”境外

黑恶目标逃犯67名。组织治安、禁毒等部门深化专

项打击行动，破获“黄赌毒”案件1．6万起、“盗抢

骗”案件12．6万起、“食药环”案件4648起。去年9月

以来，聚焦电信诈骗等突出问题，省市一体集

群攻坚，破获电诈案件4625起、打掉犯罪

团伙349个。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健全

市场准入、日常监管、“两法衔接”

等机制，发送公安提示函1823

条，整改率达100%。

湖北“追抓劝投”境外黑恶目标逃犯67名

一线调查

□ 本报记者 黄洁 张雪泓

　　2020年，北京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共

利益代表职责，突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食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加快推

进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

烈保护领域案件办理，共立案259件，发出

诉前检察建议177件，行政机关回复和启动

整改率100%。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法

治日报》记者近日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了

解到，自开展试点以来，北京检察机关积极

探索完善以“三诉两支”为基本框架的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格局，取得明显成效。

支持磋商根治排污顽疾

　　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

于静介绍，“三诉两支”是指检察机关开展

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支持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支持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作为赔偿

权利人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和提起

诉讼。

　　曾是北京有名黑臭水体的黄土岗灌渠

生态正在逐渐修复，这要归功于北京铁路

运输检察院积极探索推动的污染企业以替

代修复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

支持磋商机制。

　　“此案是探索‘三诉两支’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格局以来，北京检察机关启动的首

起支持政府及其指定部门作为赔偿权利人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件，也是北京

首例以替代修复方式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

赔偿的案件。”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第五检

察部检察官康辉告诉记者。

　　据介绍，自2011年11月投入生产到2018

年6月排污口被封堵，北京动车段共向黄土

岗灌渠非法超标排污2387天，造成黄土岗

灌渠排污口下游河道淤积大量污水和淤

泥，生态环境受损。经鉴定评估，违法排污

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价值1900多万元。

　　北京动车段虽已受到行政处罚，但仍

需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属

于公益诉讼检察的管辖范围。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宋红伟说，根据中央有

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精神，检察机关可以通过

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与排污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

商，达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目的。

　　磋商过程中，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与丰台区生态环

境局建立定期沟通机制，采用制发催办函的形式督促环

境部门履行赔偿权利人职责。同时，梳理现有证据，多次

参加磋商会议，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流程和协议内

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2020年4月14日，丰台区生态环境局与北京动车段签订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北京动车段投资2950万元实施污

水外排和污水处理站提升改造工程，新建外排泵站一座、

污水排放管道764.2米，将污水接入市政管网。同时，升级改

造动车段内污水处理站，建设污水管道135米，连接污水站

出水口至外排泵站，确保改造后污水排放达到相关标准。

制度保障多元主体发力

　　于静说，“三诉两支”工作格局在运用法定措施、提升

案件质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8年，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办理了五环

路沿线露天堆放垃圾公益诉讼案。第六检察部主任齐迹

认为，追根溯源、找出区域垃圾处理难的原因至关重要。

经调查发现，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生活垃圾急剧增加，而

相应的中转设施、清运力度与终端处理能力却难以满足

垃圾处理需求，造成垃圾露天堆放。

　　“为及时消除环境污染，我们启动公益诉讼立案程

序，督促有关部门加大清运力度。”齐迹告诉记者，同年5

月，朝阳区检察院向有关职能部门制发公益诉讼诉前检

察建议，建议其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及时处置涉案垃圾。

与此同时，牵头召开诉前“圆桌会议”，针对整改困难和问

题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磋商，推动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据了解，相关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快速反应。不到两

个月，多部门累计出动630人次，动用挖掘机、运输车辆等

清运设备4100车次，将露天堆放的两万余吨垃圾作了无

害化处理。朝阳区人民政府还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列

入区长办公会专项议题讨论，决定在农村地区新建19座日

处理能力100吨的环保型垃圾中转站，从根本上解决了垃

圾露天堆放问题。

明确有关机关相应职责

　　自北京开展公益诉讼试点以来，北京市委高度重视，

市委书记蔡奇多次作出批示指示，市委常委会曾在2017

年和2018年两次听取市检察院工作汇报并对工作提出要

求。“2019年，市人大常委会专项审议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市政协也开展了专项监督和调研。”于静说。

　　2020年底，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深入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要求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推进

北京市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向纵深发展。意见最大亮点，在

于明确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及纪检监察机关

在公益诉讼工作中的相应职责。

　　除规定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职外，意见明确了检察公

益诉讼促进公益保护、社会治理、依法行政3个根本方面，

重申构建“三诉两支”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格局。明确提出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积极、稳妥办理安全生产、公共

卫生、生物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妇女未

成年人残疾人权益保护、网络侵害、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等领域公益损害案件。

　　据统计，自2015年开展试点以来截至2020年底，北京

检察机关共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1598件，立案960件，

办理诉前程序案件730件，提起公益诉讼3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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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鹏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了解到，近年来，西宁法院深入推进两个“一站式”多

元解纷机制建设，促进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

互协调、全面发展。

　　西宁中院立案庭庭长蒋清燕介绍说，全市法院依

托诉讼服务中心或立案庭成立诉调对接中心，设立诉

前调解室、在线调解室、律师调解室；部分法院以法庭

或乡镇司法所为联络点，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建立特邀

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广泛吸纳各类调解组织

及多类主体参与多元化解；主动与保险、交通、工商联、

行业协会、地区商会等社会解纷力量对接。

　　律师调解工作在西宁广泛铺开，已设立1个律师调

解中心、15个律师调解工作室，共有101名律师调解员

参与调解工作。2018年起，西宁法院与市律师协会签订

协议，由律师定时到诉讼服务中心值班，参与化解和代

理涉诉涉法信访案件。同时，在各村健全完善人民调解

委员会，将人民调解组织网格纳入城乡网格化服务管

理体系，形成基层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合力。

　　2020年，西宁中院全面启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法

官、调解员、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可通过调解平台全流

程网上办理各类调解事项，还可以实现多方视频调解。

目前平台已登记各类调解组织40家、调解员99人，接收

调解案件1712件，通过音视频在线调解497件。

　　据介绍，西宁法院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对当事人通

过多元解纷方式达成的调解协议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

力的民事调解书。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达成调解协

议的案件，支持一键发送进行司法确认审核，“在线

调解+司法确认”提高了当事人参与诉前调解的积

极性。2020年，全市共受理司法确认案件237件，其中

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发送184件。

　　在西宁中院诉讼服务中心，智能化诉讼服务设

备随处可见，当事人可以在上面办理诉讼事项，享受

网上立案、预约阅卷等涵盖诉讼全流程的服务。

　　西宁中院开通12368诉讼服务热线，设置专门的

接听室，案件查询、咨询、联系法官等事务均可通过

服务热线进行，为群众提供就近能立、多点可立、少

跑快立的立案服务。“现场立案率在92%以上，2020年

以来，网上立案申请20237件，审核通过14943件，全市

两级法院已与107家法院对接，跨域立案175件。”蒋

清燕说。

　　西宁法院打破固有的送达格局和庭室界限，建立

以外包公司、公证机构及送达组送达为主，审判、执行

人员辅助送达的集约送达模式，实现窗口送达、电子

送达、邮寄送达、外出送达、公告送达等综合适用。

　　城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赵文生说，针对部分

当事人正常工作期间不便到法院办理法律事务的特

殊情况，城北区法院推出午间立案和午间调解，设立

午间立案值班岗；针对部分不能到庭的老弱病残当事

人，推出上门立案和上门调解便民措施；为避免当事

人走“回头路”，推行预约立案。

　　截至2020年12月18日，城北区法院网上立案2162

件、网上缴费688笔，跨域立案61件、午间立案288件、上

门立案4件、预约立案655件，午间调解101件、上门调解

19件，源头化解民事纠纷11171件。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2020年2月10日，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发生一起入

室抢劫案，警方仅用8个小时便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

由此揭开了一个隐藏其后的跨境赌博犯罪网络。警方4

次派遣百余名警力远赴11省实施抓捕，冻结账户上万

个、资金上亿元，缴获赃款200多万元，全链条摧毁了这

一犯罪团伙。

　　近年来，一张张精心设计的赌博网络在国内野蛮生

长。落入陷阱的赌徒不仅钱财尽失，甚至引发抢劫等犯

罪，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对此，公安机关紧紧围绕坚决遏制跨境赌博犯罪乱

象的目标，会同有关部门全力开展打击治理专项工作。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公安部了解到，2020年，全

国公安机关破获跨境赌博犯罪案3500多起，打掉赌博推

广、非法支付和地下钱庄等各类违法平台6300多个。

赌博资金链花样翻新

　　“叮！您的好友向您发出裸聊邀请！”

　　2020年2月2日，山东省滕州市

公安局接报一起敲诈勒索案，受害人受他人诱惑下载一

款裸聊软件，私密视频被全程录下，犯罪分子以此要挟

受害人扫码支付3万余元。

　　办案民警发现收款二维码的使用人是在广东佛山

一家理发店打工的女性王某，并不具备从事敲诈勒索

犯罪的特征，但涉案支付账号确由其本人使用。

　　经查证分析，王某还有另一层身份———“码商”，就

是专门利用个人收款码帮助各种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代

收款的犯罪群体。王某所在的“码商”团队除了帮助裸

聊诈骗收款外，还使用大量二维码对接多个赌博网站

赚取佣金提成。这个过程被犯罪分子称为“跑分”。

　　警方循线追查，从初始的一个收款码入手，最终理

清从“码商”到支付平台再到赌博平台的完整犯罪链

条，锁定包括平台老板、财务、技术、客服在内的106名

犯罪嫌疑人后，迅速收网。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资金链是网络赌博的核心环

节之一，也是打击跨境赌博的关键一环。由于跨境赌博

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趋势加剧，赌博团伙的资金链

花样不断翻新。

　　2018年以来，赌博集团开始利用“跑分”手法进行

资金代收，利用第三方个人支付账号、银行卡、电商平

台进行“跑分”，增加了打击治理难度。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

大型公

司已通过大数据、建模等方式建立智能风险防控体

系，从事前、事中、事后对账户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精准打击和切断不法分子的资金链。2020年1月以来，

各类涉赌平台通过“财付通”支付渠道的交易起数已

大幅下降。

非法支付平台逃避监管

　　2020年2月，湖南常德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报

称，一款App通过上传“码商”个人微信、支付宝二维

码、银行卡等信息，为非法网站提供支付结算服务。

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一个为网络赌博、色

情网站、网络私彩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资金支付结

算服务的“第四方支付平台”很快浮出水面。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所谓“第四方支付平台”是指

在未取得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

利用银行、第三方支付等合法支付机构搭建非法资金

通道，为犯罪活动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的支付平

台。这类非法网络支付行为帮助上游犯罪逃避监管和

打击，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危害金融支付安全。

　　去年以来，多地公安机关克服疫情影响攻坚克

难，侦破一批大案要案，集中摧毁一大批跨境赌博犯

罪团伙及对我国境内招赌吸赌的网络平台。

　　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侦破“3·11”特大跨境网络

赌博专案，打掉一个集赌博平台

出 资 管 理、

开发运维、网络推广、支付结算、在线赌博为一体的全

链条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42人；河南省沁阳市

公安局捣毁“跑分”数量居全国前三的“跑分”平台，抓

获犯罪嫌疑人216名。

部门协同惩治效果显著

　　公安部国际合作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打

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但也应充

分认识其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整合各警种

资源集中攻坚，对跨境赌博依法从严从快进行全链条

打击，2020年打掉涉赌平台2260个、非法技术团队980个、

赌博推广平台1160个，打掉非法支付平台和地下钱庄

196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5万余名，成功堵住多个境外

特大赌博团伙在我国境内的招赌吸赌网络和洗钱等非

法资金通道，有效遏制了跨境赌博违法犯罪高发势头。

　　公安部还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深入推进各项治

理工作，坚决斩断涉赌资金流通渠道。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有关人士介绍说，目前，

跨境赌博资金链运作日益复杂，赌资充值、赌资清洗、

赌资出境等主要环节交叉嵌套，犯罪分子极力掩饰资

金交易可疑痕迹。人民银行多管齐下，从制度建设、技

防打击、行业联防、反赌宣传等多方面入手，开展综合

治理。2020年，共处罚违法违规机构300多次，国家外汇

管理局查处涉赌资金跨境转移及非法汇兑案件300多

起，主要支付渠道可疑涉赌交易规模明显

下降。

公安机关重拳出击斩断跨境赌博犯罪资金链

西宁法院促进多种解纷方式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