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蔡长春 见习编辑：刘洁 美编：高岳 校对：申云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   邮箱：zfsfgj@126.com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邓蕙婷

　　“谢谢检察官同志！”

　　接到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

院控告申诉检察部检察官的回访电

话，彭某连声致谢。

　　在汉江分院主导推动下，24年前

刺伤彭某的曹某终被追究刑事责任。

彭某得到了司法救助，解决了生活、

看病等难题，终于等来了正义。

　　彭某信访积案的化解，是汉江检

察机关努力做好“群众信访件件有回

复”下半篇文章的一个典型。

　　2020年，汉江检察机关成功化解

信访积案8件，其中20年以上3件、10年

以上2件。

　　“我们认真落实‘把群众的事当

作家事’的工作要求，不止于件件有

回复，不止于当事人签订息诉罢访承

诺书，而且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实

现案结事了人和作为办理群众信访

的终极目标，力争从根本上解决好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湖北

省检察院汉江分院检察长吴忠良说。

依法监督解民忧

　　儿子被打伤后不治身亡，却无人

为此负刑责。胡老汉想不通，持续

信访。

　　2019年4月18日，胡老汉到汉江分

院控告 ，汉江分院决定进行全面

复查。

　　1996年10月29日，胡老汉儿子被

程某等5人殴打后当场昏迷，7天后不

治身亡。经鉴定，其系被钝器致伤头

部，因严重脑外伤而亡。公安机关移

送后，天门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达

不到起诉条件。

　　作为胡老汉控告案的包案人，吴

忠良要求汉江分院、天门市院分别成

立控告案件复查小组。

　　通过全面复查、补证、补查、委托

鉴定，复查小组认为，可以认定5名犯

罪嫌疑人的伤害行为与胡老汉儿子

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

依法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与此同时，汉江分院依法监督天

门市公安局在侦查阶段做好犯罪嫌

疑人的认罪认罚工作，敦促其积极向

胡老汉赔偿并赔礼道歉，以取得谅解。

　　最终，胡老汉自愿签订息诉罢访承

诺书。

　　“对于清理出的信访积案，我们要求必

须调取全案卷宗，全面审查，以‘求极致’的

态度将案件所有疑点查清楚、所有细节弄

明白，力求‘对症下药’。”湖北省检察院汉

江分院副检察长赖晓明说。

　　汉江检察机关对清理出的重复信访、

长期信访、疑难复杂信访案件100%落实领

导包案，并明确为积案化解第一责任人。

用心用情暖民心

　　彭某心中，自己信访案的化解过程，有

很多动人瞬间———

　　没想到，自己打了12309检察服务热线电

话进行控告，换来了汉江分院检察长、分管

副检察长在疫情解封后第一时间带案下访。

　　没想到，汉江分院检察长为自己的事

主持召开多部门参加的检察官会议。

　　没想到，汉江分院检委会审查后会认

定天门市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理由及决定错

误，应予纠正。

　　没想到，同年曹某就因犯故意

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

个月。

　　没想到，汉江分院还考虑到自

己被刺重伤后身体状况差且丧失劳

动能力，依法为自己办理司法救助，

解决了低保、大病慢病医保等问题。

　　为强化信访案件化解工作，汉

江分院强化人员保障，成立由检察

长任组长的信访积案清理工作领导

小组，针对每一件信访积案，分别组

建由控申部门牵头、相关责任部门

和基层检察院共同参与的工作专

班，统筹调配各方力量，合力做好化

解工作。

　　2020年以来，汉江检察机关共受

理群众信访1058件，7日内程序回复

率和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

率实现双百；针对信访案件中符合

司法救助条件的主动调查核实，及

时提出纠正意见，共办理司法救助

案件39件，有效促进矛盾化解。

巧借外力纾民怨

　　三次提起行政诉讼，后两次均

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向检察机关

申请行政诉讼监督，均被驳回。司法

程序终结后，周爹爹长期信访。

　　刚接手此案时，赖晓明也有点

拿不准。

　　经讨论分析案情，赖晓明与专

班专门邀请律师作为第三方，向周

爹爹做释法说理和情绪疏导工作，

劝导其依法依规反映问题。周爹爹

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对此，汉江分院检委会及时召开

专题会议，一致认为，仙桃市国土资源

局对法院判决支持的周爹爹土地使用

权长期暂缓登记致使其心生积怨，如

不及时彻底化解可能产生更大风险。

　　为此，汉江分院向仙桃市委政法

委进行专题通报，协调其组织信访、法

院、国土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切实解

决周爹爹土地登记争议问题。

　　汉江分院还专门召开司法救助

听证会，同意对周爹爹进行适当司

法救助；协调仙桃市委政法委给予

困难救助。

　　最终，周爹爹主动签订了息诉

罢访承诺书，这起长达16年的信访

积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汉江检察机关注重情理法相融合，努

力从根本上化解积案———

　　及时上门慰问，对信访人及家属开展

心理疏导，耐心详细释法说理，争取理解与

支持。

　　司法程序结束后，坚持主动和相关部

门一起与信访人见面沟通、释法说理、引导

息诉罢访。

　　针对反复信访，通过召开公开透明的

听证会等方式，邀请第三方参与释法说理，

防止小案拖成积案。

　　充分利用司法救助缓解信访人现实困

难，积极依靠地方党委支持，联合开展社会

救助，让信访人感受到司法温度，促进息诉

罢访。

　　司法救助后，持续跟踪帮扶，对被救助

人进行定期回访调查，随时帮助其解决遇

到的困难。

　　“我们将继续坚持把息诉放在与办案

同等重要的位置，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

作’，提升矛盾化解能力，为信访当事人既

解‘案结’又解‘心结’。”吴忠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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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长春 韩萍

  6月10日一大早，市民李先生来到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再次向工作人员表达

了深深的谢意。

  这不是李先生第一次来到这里，之前他还专程送来一面锦旗表达感激之情。几年前他的

父亲不幸患上阿尔茨海默病，造成了严重的记忆障碍，几次出门都忘记了回家的路，眼见父亲

迟迟不归，他只好报警求助。

  让李先生感动的是，西宁公安每次都及时伸出援手，并通过警民寻亲机制，提高了找寻效率和

成功率，尤其是那个下雪的冬夜，如果没能及时找回老人，后果将不堪设想……以下是他的自述：

  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我的父亲和奶奶一起外出，走到青海大学附近时，奶奶发现自己的

鞋带儿松了，就蹲下身子整理，可等她起身后却发现，我的父亲早已踪影全无。

  于是奶奶赶紧通知了我们，我们一开始没想到报警求助，只是组织家里人到处寻找，可找

了三个多小时，依旧没有任何起色。这时候天色将晚，又下起了雪，西宁的冬天本就很冷，晚间

更加寒冷，走丢的时候父亲穿得又比较单薄，因此我十分担心他的安危，这才赶紧到当地派出

所报警。

  警察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了解情况后，他们一方面组织警力帮助搜寻，另一方面帮我

联系了蓝天救援队，协调他们参与到搜寻工作中来。

  当天下午6点多我到派出所报警，7点多蓝天救援队就赶到了我家，当时应该有5辆车30多

人，大家很快行动起来，帮助我们进行搜寻。

  大家几乎把整个西宁市城区找了个遍，来回两三趟，都没有发现我父亲的踪影。

  此时已近凌晨两点，大家都十分焦急，正在手足无措之际，一名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在离我

家不远处发现了我的父亲。

  父亲平安归来是我们一家人的大幸，非常感谢西宁公安和蓝天救援队的帮助，是他们在

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开展搜寻工作，切实帮我们全家解决了大难题。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韩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影响着社会的稳定。青

海省西宁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做到民有所求、我有所应，实实在在解

民忧、办实事。

  西宁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主任周志刚告诉记者，针对

失联人员寻找范围广、难度大、不确定性强等实际问题，西宁

市公安局充分整合和调动社会资源，于2019年4月会同青海

省蓝天救援队正式共建了“警民携手寻亲微信群”，开辟了利

用社会志愿服务力量寻找救助走失人员的路径和方法，畅通

了寻助走失人员的工作机制。

  “针对寻找老年人、未成年人、精神障碍患者的报警救

助，充分利用蓝天救援队来自社会各阶层、社会接触面广、信

息互通及时的优势开展寻亲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周志刚

介绍说，这项工作自2018年试行以来，西宁公安累计发布寻

亲信息550余条找到失联人员490余名，今年以来发布寻亲信

息114条找到失联人员95名。

  青海先锋紧急救援中心(蓝天救援)主任王楷博对这个机

制的建立赞赏有加。他告诉记者，“警民联动”机制建立后，救

援队通过公安机关对接失联人员信息，信息准确性更高，避

免了因错误信息等导致的人员力量浪费，群众对救援队的认

可度也更高，更加便于开展工作、获得支持，从而提高搜寻

效果。

  2021年，西宁市公安局联动市安保协会和雄瑞安保公司

等多家保安公司，进一步拓展救助渠道，扩大救助范围。为充

分发挥全市保安员工作站点多、覆盖面广、接触人员多、全天

候值班等工作优势，及时沟通协调西宁市区内64家保安公司

10000余名保安员，制定了“保安人员助力寻亲”长效机制，快

速、有效协助家属寻找走失亲人。

  “我们要求各保安公司安排专门的联络员，确保西宁市

公安局110发布的每一条寻亲信息及时、准确地发布到各保

安公司的每一位在岗保安员手中，并及时通过各自朋友圈、

亲友群等渠道扩宽寻亲覆盖面，助力警民联动寻亲活动向广

度、深度扩展。”周志刚进一步介绍说。

  在他看来，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只有充分整合社会资

源，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才能有效减轻基层民警压

力，真正提高工作质效。

  “党史学习教育和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青

海公安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着力为人民群

众办事实，解难题，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青海省公安厅指挥中心110工作指导科科长黄金说。

西宁公安今年以来找到近百名失联人员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郭 栋

　　“没想到我们这个老旧小区还能改造得这么漂亮！修建

了停车位，还安装了充电桩，党委政府真是为大伙儿办了一

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如今，家住河南省濮阳市南海花园的

刘振波逢人便说。

　　刘振波的感受得益于濮阳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程的

实施。濮阳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按照“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市

场运作+社会资助+志愿服务”模式，积极推进小区改造，实现

共建共治共享。

　　近日，濮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天阳向《法治日报》

记者介绍说，濮阳市以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试点合格城市

为牵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创建完善党建引领、政府促

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四项”群众参与机制，探索具有濮阳

区域特色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大大提升了群众满意度。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濮阳市突出党建引领，坚持问计于

民，解群众之所难，党员干部既当宣传员，又当讲解员，在调

查摸底、宣传发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市237个老旧小

区顺利推进，20170户居民喜笑颜开。

　　在完善党建引领机制、增强向心力上，濮阳市创新“党

建+社会治理”模式。市县综治中心设立党支部，乡村综治中

心设立党小组，同时把党组织延伸到网格，按照“一级网格党

总支+二级网格片区联席会+三级网格党小组”的框架建立网

格党支部，把每个党员充实到村务监督、环境卫生、平安综治

等服务岗位上。如今，全市7779个基层党组织、20多万名党员

干部到社区开展“双报到、双服务”，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在建立矛盾纠纷多元联动化解机制上，清丰县启动“娟

子式调解员”培养计划，目前已培育出首批7家个人调解工作

室，调解员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该县还专门成立人民调

解员协会，由协会承接政府购买调解服务，派遣会员到各调

委会担任调解员，并对调解员实行奖惩激励、身份激励和竞

技激励。在濮阳市通报的32名一年内成功调处案件量超过

100件的专职人民调解员中，清丰县有27名。

　　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化上，濮阳市完善村居自治章程、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畅通民主渠道，创新协商途径，全市共

开展各类民主协商1.1万余次。

  在推进群防群治上，濮阳市依托平安志愿者协会，组建

22.4万人平安志愿者队伍，建立社区“警民e+亲”等治安防范

模式，通过开展网格化服务管理标准化建设，建立1.8万人专

兼职网格员队伍，主动下沉网格、搜集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

纷，用优质服务架起党群“连心桥”。

濮阳问计于民解群众之所难

我为群众办实事·群众感言

  本报讯 记者王宇 记者近日从云南

省昆明市公安局获悉，全市公安机关将“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常态化社区警务

工作结合起来，全警深入一线，听民声、访民

意、解民忧，在履职尽责中为群众提供优质

的平安服务。

  盘龙公安分局围绕电信诈骗、盗抢骗等

群众关注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大严厉打击力

度，发挥市区所三级公安联动优势，实体化

运行分局“反诈中心”，牵头组建“盘龙区公

司企业反诈联盟”，今年上半年破获电诈案

件同比上升216.67%，抓获电诈犯罪嫌疑人

同比上升40.48%，冻结涉案账户2513个、金额

5310.75万元，为受害群众追回被骗资金300

余万元。今年以来，该局还积极开展侦破拐

卖儿童积案、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团圆行

动”，辗转江苏、广西、福建、河北等地，成功

解救被拐失踪儿童6名。

  安宁市开展系列平安创建活动，全市建

成数百个“零发案”小区，落实校园高峰勤务

机制，开展上放学时段校园周边安全护卫，

对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治安整治355

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147起。举办170堂反

电信诈骗法治课，开展校园反恐演练6次、应

急演练96场。今年上半年全市刑事警情、盗

窃车内物品、盗窃电动自行车等群众关注的

街面重点警情均呈现大幅度下降。

  石林县公安局根据社会治安实际，在

全县范围内确定63个“必巡区”“必巡线”

“必巡点”，将“红袖标”治安志愿者分为69

个小队配置到行政中心、双龙广场、新转

台、县城客运站及风景区游客接待中心、内

部重要景点等6个重点点位和57个重点区

域，由民警、辅警带队开展集中巡逻，全面

提升“见勤率、管事率、覆盖率”，织密织牢

无死角覆盖、无缝隙对接的社会治安防

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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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唐荣 见习记者李文茜 通讯员李林威

日前，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向市民发布《深圳市公共法律

服务地图册（2021）》。该地图册以全图景形式，收录了全市

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法律援助机构、公证机构、律师事

务所、人民调解组织、司法鉴定机构、仲裁机构以及法治宣

传教育阵地等法律服务机构的资源信息，近期将投放到全

市各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及有关服务窗口，供市民群

众免费取用。

  近年来，深圳市司法局聚力打造覆盖全市、普惠均

等、便捷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目前，深圳已建成

市、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1个、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74个、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近700个，实现了公共

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全覆盖。今年1月至5月，全市各级公

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共接受业务咨询73620人次，受理各

项业务225788件。

  《深圳市公共法律服务地图册》集中收录了深圳市、

区、街道、社区共700多个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市、区

共12个法律援助机构，全市主要公证机构及其办理点，

全市在册的1000多家律师事务所，800多个人民调解组

织，27家司法鉴定机构，以及仲裁机构等公共法律服务

平台的基本信息，同时还增加了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基

地、法治文化主题公园、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等法

治宣传教育阵地的相关信息，并以图景形式呈现，可以

说是一本深圳法治资源的“藏宝图”。

  深圳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曹海

雷在发布会上介绍说，《深圳市公共法律服务地图册》对

公共法律服务作了整体介绍，让市民对公共法律服务的

内涵和外延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更习惯、更愿意通过

公共法律服务解决日常法律问题。

  “希望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需要法律帮助时，它能

出现在大家身边，让大家抬手就能找到合适、管用的法

律服务，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

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溪林号召全体市民携起手来，共同

描绘“法治城市示范”美好图景，为把深圳打造成最安全

稳定、最公平正义、法治环境最好的标杆城市不懈努力

奋斗。

深圳发布公共法律服务地图册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在大杨镇五里拐社区设立远程立案点，正式运营一个月以来，已完成远程立案

16件。除远程立案外，该立案点还进行网上立案咨询及普法活动，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法律维权意识。图为当事人按照

工作人员指导进行远程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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