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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 本报记者  王宇 石飞

□ 本报通讯员 裴卫国

　　2019年3月，孙小果故意伤害案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此人1998年就已因严重犯罪被判处死刑，为什么能“复活”

并再次作恶？

　　彻查并公布孙小果案真相，关乎社会对法治公平正义

的信心，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孙小果

涉黑案列为重点案件挂牌督办。

　　云南省昆明市孙小果案专案组紧盯旧案强力破局，查

清了孙小果在其父母运作下逃脱死刑，串通司法人员违法

改判、违规减刑的犯罪事实，同时全面查清了孙小果出狱后

实施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起违法犯罪。

　　最终，孙小果被判处并执行死刑，涉黑犯罪组织及其

“保护伞”“关系网”被依法严惩。该案成为云南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高压严打、重拳出击，形成强大攻势的集中体现。

　　《法治日报》记者从云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云南全省上下

以坚定的态度、过硬的措施、扎实的工作，掀起一波又一波

强大攻势，一件件影响重大的黑恶案件相继告破，一个个作

恶多端的犯罪团伙相继覆灭，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社会乱象

相继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

全省共打掉涉黑组织166个、涉恶犯罪集团296个、团伙508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3658人，缉拿目标逃犯207人，破获涉黑

涉恶刑事案件13924起，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45.98亿

元，带动破获多年想破而未能侦破的积案5000余起，彻底打

掉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据云南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若昆介绍，云南高位统筹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省委、省政府先后召开20余次省委常委

会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及多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工作，推

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云南落地生根。省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先后部署开展涉黑涉恶案件线索大排查大起底、深挖根治

大会战、“决战80天、打赢收官战”等专项行动，掀起了一波

又一波强大攻势。各成员单位主动担当作为，紧密协作配

合，打好专项斗争“组合拳”。各地党委、政府坚持把专项斗

争作为“一把手”工程，整合调动各方力量，统筹推进各项工

作，在全省上下形成了向专项斗争聚力、向黑恶势力亮剑的

共识共为。

　　记者了解到，针对黑恶势力背后的不良政治生态，云南

省严格落实“两个一律”（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一律深挖其

背后腐败问题；对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一律一查到

底，绝不姑息）、“一案三查”（查办黑恶势力；追查黑恶势力

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倒查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

建立省纪委常委领办督办制度，强化提级办理、直查直办，

打掉的涉黑组织98.19%同步挖出“保护伞”。

　　在基层工作方面，云南省坚持固本强基、铲除土壤。建

立村党组织书记由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管理制度，全面

开展村组干部任职资格联审，清理并补齐配强受过刑事处

罚、存在“村霸”、涉黑涉恶等问题村组干部8768名。3年来，

全省共打掉农村地区黑恶团伙314个，查办涉黑涉恶涉霸村

干部205人。

　　宣传工作方面，云南省策划推出“开展扫黑除恶，建设

善美云南”主题宣传，召开“1+16+N”系列新闻发布会135场，

挖掘报道《跨境走私涉黑组织覆灭记》等典型案例9个，中央

主要媒体推出云南相关报道1000余条次、省级及以下媒体14

万条次，1036名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专项斗争期

间共接受举报线索7.6万余条，核实涉黑涉恶线索2700余条。

　　“通过3年不懈努力，2020年全省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

件比2017年下降25.86%，命案下降44.42%；全省群众安全感综

合满意率达95.57%，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的满意度达

98.05%，为历年最高。”李若昆表示，下一步，云南将认真贯

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常态化、机制化

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决策部署，始终把扫黑除恶斗争作为

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推进，结合云南实际，深入研判黑恶

犯罪特点规律，完善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工作机制和抓手，

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云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举旗亮剑荡涤黑恶守护百姓平安
云南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满意度达98.05%

□ 本报记者       石飞

□ 《法制与新闻》见习记者 陆敏

□ 本报通讯员      陈迤权

　　“从过去的‘要我学法’到现在的‘我要学法’，整个社会法治化水平有

了明显提高。”说起普法教育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今年58岁、已有36年

普法工作经历的彝族干部、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

办主任李学平深有感触地说。

　　李学平告诉记者，1985年他刚参加工作时，就是元谋县元马区的一名

普法工作队员，长期在凉山彝族地区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背上帆布包，带上《九法一条例》读本，我和3名队员经常深入各村寨

放电影、放录像，电影、录像放完后，就抓住群众集中的有利时机向群众宣

讲法律知识。”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李学平努力耕耘，成为云南普

法进程的见证者。

　　2016年7月26日，云南省委、省政府转发“七五”普法规划，拉开了云南

“七五”普法的帷幕。

　　据了解，云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

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司法行政部门对国

家机关普法工作“统筹、协调、指导、检查、考核”的职能职责职权，明确了

36家省级部门作为普法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省普法办配套出台工作措施，

明确了国家机关落实普法责任制的具体操作方法，梳理明确普法责任，指

导全省82家省直部门制定两批普法责任清单，实现了省级国家机关全

覆盖。

　　云南省“七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得到深入宣传；重点对象、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学法用法活动

深入开展；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为主体的“大普法”格局初

步构建；“以案释法”、公益普法、旁听庭审等方法制度健全完善；多层次多

领域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活动不断深化。

　　记者了解到，云南省还针对各少数民族实际，不断创新普法形式。目

前，云南全省活跃着5000余支少数民族文艺宣传队伍，他们在花灯、彝剧

等少数民族传统文艺节目中注入法治内容，用吹、拉、弹、唱、跳、说等各种

表现形式，让少数民族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受到启发。

　　云南省各级各部门深入开展“互联网+法治宣传”，建成以云南法治

宣传教育网和云南普法微信公众号为龙头，全省各类普法微信公众号和

微博等216个新媒体普法平台为延伸，全省1321个政务类法治栏目微信微

博为补充的新媒体普法宣传矩阵。

　　针对云南边境点多、线长、面广，部分边境地区群众法治意识淡薄问

题，云南持续组织开展“法治宣传边关行”活动，创新开展“法治宣传固边

防”活动，实现了法治宣传边境地区全域覆盖。

　　云南省司法厅还组织由著名法学专家和知名律师组成7个云南省宪

法巡回宣讲团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巡回宣讲，宣讲涵盖全省16个州(市)129

个县(市)区和所有省级国家机关。

　　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齐金岭说，为了让普法宣传“接地气”、服务群众

“聚人气”，云南各地各部门不断挖掘普法内涵，创新普法形式精准普法，

引领社会全体成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法治”就像一颗富有生命力的

种子，在千万个普法教育工作者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露般的辛勤耕耘

下，被广泛播撒到七彩云南广袤的大地上，孕育、开花、结果，凝聚了护航

云南发展的强大法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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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宇

□ 《法制与新闻》见习记者 陆敏

□ 本报通讯员      唐时华

　　记者近日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云

南全省法院通过诉源治理稳步推进、分调裁审提速增效、推进民事诉

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三项举措，让大量纠纷在诉讼服务中心得

到快速解决，群众合法权益快速实现。

　　今年1月至4月，全省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通过诉前调解、速裁快审

化解纠纷数占全省新收民事一审案件的80.6%，实现了20%的法官办

理了60%以上的一审民商事案件。

　　数据背后是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所释放出的

“1+1＞2”的体系化效应。

　　 “一站式建设的核心就是司法为民，最大限度消除当事人诉讼

不便。”云南省高院副院长滕鹏楚说，全省法院从三个维度持续推进

一站式多元解纷建设，便民措施更加具体，云南高院制定了《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立案诉服工作的二十条措施》，按照“只进一个门、最多跑

一次、可以不用跑”的工作思路，优化当场立案，提速网上立案，拓展

跨域立案，引导自助立案，开展跨境立案，丰富多元立案。

　　全省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诉调对接中心”“调裁对接中

心”，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多种非诉解纷资源入驻法院，开展多

元解纷工作。诉讼服务和多元解纷触角延伸至社区、村寨、国门、口

岸、自贸区，至今年4月，全省法院共设立诉讼服务站（点）1102个。

　　嵩明县的高先生怎么都没料到，“闪婚”后在离婚时却遭遇了“拉锯

战”，因为他三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女方均未应诉。嵩明县人民法院

将当地名人兰茂在其医学专著中提出的“望闻问切”四诊尽用、全面慎思

的思想，创造性引入诉讼服务、调解工作和审判工作中，审理认为被告

（女方）多次均未到庭应诉，也未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显然对原告的婚

姻关系存在与否表现出无所谓态度，最终依法准予离婚。

　　这正是云南法院通过稳步推进诉源治理、分调裁审、民事诉讼程

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等一系列举措，让愿意调解、需要速裁的案件进

入“快车道”，大量纠纷在诉讼服务中心得到快速解决，群众合法权益

快速实现的具体呈现。今年1月至4月，全省法院通过速裁、快审方式

审理案件6.7万余件，平均审理周期还不到一审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

周期的一半。

　　为进一步充实解纷力量，目前，云南全省法院共设置676个调解工作

室，9928名特邀调解员入驻调解平台，“云解纷”平台应用率达100%。

　　截至今年4月，云南省法院诉前调解案件7.5万件，调解成功率

55.15%。平均调解时长23天。其中，在线音视频调解案件3.8万件，音视

频在线办理调解案件占比达50.6%。

　　全省149家法院还不忘贴心地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设立绿色服

务窗口。记者近日在晋宁区人民法院走访时看到快60岁的老干警普

永云“坐镇”诉讼服务大厅，对进入诉讼服务大厅的老年人加强诉讼指引和辅导，通过人

性化诉讼服务，让他们跨过“数字鸿沟”。

　　目前，云南法院已全面实现跨域立案全覆盖，今年1月至4月，全省法院开展跨域立案6799

件，极大解决了人民群众异地诉讼难题。全省149家法院全部上线云南移动微法院小程序，为

当事人提供立案、查询、交费、调解、庭审、保全、委托鉴定等29项在线诉讼服务。今年1月至4

月，全省法院接收网上立案57540件，网上调解8.2万件，网上开庭1089件，电子送达87万次。

　　本报讯 记者王宇 石飞 通讯员姜

爱民 记者近日从云南省公安厅获悉，自

2020年部署开展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全力遏制“赌毒

枪恐”“骗绑逃私”及偷越国(边)境等跨境违

法犯罪多发势头，确保打击整治行动不断向

纵深推进，维护祖国边疆安全稳定。

　　云南省公安厅建立了打击跨境违法犯

罪侦查指挥中心，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

精准打击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多发高

发犯罪。截至目前，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各

类跨境赌博和相关案件1500余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近4 . 7万人，冻结扣押一大批涉案

资金。

　　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公安机关通

过整合公安内部资源和电信、金融、工商等

部门数据资源，健全完善反诈中心运作机

制，实行7×24小时实体化运行，开通全省

96110反诈预警专线，建立语音机器人外呼

系统，对全省疑似受骗群众实时进行电话劝

阻，今年以来，共成功劝阻预警百万余条。

　　云南很多边境地区没有天然屏障，疫情

外防输入任务艰巨。公安机关针对案件倒查

出的19个非法出入境活跃地段，实行“一段

一策一封堵”，锁定盘踞边境一线组织偷渡

团伙以及“四黑”人员，加大对边境地区宾馆

旅店、旅游机构、网约车以及机场、车站、码

头等重点行业场所部位排查监管力度，抓获

组织偷渡的“蛇头”4035人，打掉团伙322个。

　　记者了解到，云南把打击整治跨境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升格为党政工程高位推动，工

作成效直接纳入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及

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对问题较多的县（市）进

行挂牌整治，实行追责问责等措施。

云南警方重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

□ 本报记者       王宇

□ 《法制与新闻》见习记者 陆敏

　　2020年，云南省昆明市公共安全感指数

跃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获评2020年“中国国

际化营商环境十佳城市”、应急能力A级城市，

连续3年上榜“中国美好生活城市”榜单。自从

被列为第一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城市以来，昆明市创新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昆明路径”，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近年来，昆明市全面构建“党建+社会治

理”工作格局，党委统筹高位推进，把党的政治

优势转化为推进市域治理的强大优势，全市

组建居民小区党支部829个，打造99家“红色

物业”品牌；建成698个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人

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联动平台。与此同时，

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共同参与多元解纷化解，

全市人民调解成功率始终保持在99%以上。

　　为将市域社会治理的触角深深扎进最

基层，安宁市搭建“网络议事厅”“居民议事

会”等民主协商平台、村民代表会议平台、基

层协商共治平台等工作平台，凝聚社会各方

力量参与市域社会治理。在全省首先开启

“积分制管理+正能量超市”乡村治理新模

式，推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激发村民推动

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盘龙区拓东街道为解决辖内老旧小区

因管理真空而出现的诸多问题，展开了大量

治理探索和尝试。在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中，该区探索以党建这根“红线”，把

小区网格、业委会、物业、业主等串联起来，

不断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引领、组织引领、工

作引领，成功打通了老旧小区社会治理的

“毛细血管”，让老旧小区得以“新生”。

　　为将市域社会治理这一大概念转化的

更具实操性，昆明市选优配强140名乡镇（街

道）政法委员；整合城市管理、民政、信访、司

法等资源，打造社会治理一体化实战平台，

实现市域社会治理“一中心统筹”；突出标准

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整合网格力量，全市配

备网格员9349名，实现市域社会治理“一张

网统管”，确保“基层一吹哨，各方就报到”，

实现社会治理有人抓、有人管目标。

创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昆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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