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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突破嫌疑人心理的
常胜将军

西安配齐法律顾问
加速村居治理

红红火火“剧本杀”
背后乱象亟待规范

“瑶老”跋山涉水化身“和事佬”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刘洪群 吕青萍

　　

　　“瑶老”是排瑶人民对管理瑶寨内外各

项事务的老人的尊称。如今，瑶寨中德高望

重、热心为民、具有较高威信的“瑶老”们，更

是化身“和事佬”，非但分文不取还“一碗水

端平”，跋山涉水走家入户调解审理山林土

地和水利纠纷、人身伤害等案件。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司法局局长唐

小洪介绍，自2014年起，连南县71个村（居）委

共聘任173名有威望、了解民情、语言相通、

为人公道、热爱调解工作的专职“瑶老”人民

调解员。自此，“瑶老”人民调解员成为极具

民族特色的法律工作者。

　　经过多年的调解工作实践，这些“瑶老”

调解员在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参与社会治理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瑶老”人民调解组织成立至今，共受理

民事纠纷5311件，调解成功5257件，没有因调

解不及时而引发集体上访或群体性事件的

情况。

进村入户解纠纷

　　10月中旬，位于粤西北部山区的连县秋

风起天微凉，47岁的涡水镇“瑶老”调解员唐

志强冒雨赶往六联村冲店小组调解纠纷。

　　2018年6月至今，唐志强担任涡水镇专职调

解员，参与矛盾纠纷排查133宗，调解案件9宗，

达成协议6宗，帮助政府确定山林权属5宗。

　　六联村冲店小组邓海斌的6亩山林被维

修中的水电站冲毁，要求水电站按每亩150

棵树计，每棵树补偿120元；被冲毁的山地每

亩补偿7200元，共计151200元。而水电站则认

为每亩只有100多棵树，不值这么多钱，双方

因此产生纠纷。唐志强翻山越岭前往纠纷现

场调解，经多次调解，双方达成和解，邓海斌

获得105000元补偿。

　　“很满意，省了很多麻烦事。”邓海斌说，

如果打官司，要跑50多公里的山路才能到县

法院，很误工，耗不起。

　　涡水镇位于连南县境中部，是以林业为

主的排瑶聚居地，近半人口外出打工或者到

县城陪孩子读书，剩下的常住人口只有4000

余人。镇辖6个村委会，各村委会之间都是几

十公里以上的山路，离镇政府最近的六联村

也有30多公里山路。

　　唐志强说，涡水镇的矛盾纠纷多以林

地、耕地相关纠纷为主，占了全部矛盾纠纷

的70%以上，有的纠纷现场要翻几座大山才

能到达，一趟来回，白昼变黑夜。作为新一代

的“瑶老”调解员，唐志强对个别没达成调解

协议的纠纷案件感到遗憾，说自己还要磨

练，要不断学习法律知识和积累调解经验。

家喻户晓众人信

　　“如果没有盘六斤从中调解，我和叔叔

见面如仇人，不会打招呼的。”57岁的瑶胞唐

顶一说，今年1月，唐顶一的爷爷在大麦山镇

新寨村的祖屋因拆迁获得297000元的补偿，

唐顶一的叔叔拿到补偿款后独占了，叔侄因

此产生纠纷。

　　1月26日，唐顶一来到盘六斤调解工作

室申请调解。调解员盘六斤召集唐顶一、其

叔以及与此纠纷相关的村民小组长等6人一

起参与调解。

　　唐顶一的叔叔认为，伯父去世后留下9

岁的女儿唐路妹，一直是自己抚养长大直至

出嫁，而他的哥哥（唐顶一的父亲）没有抚养

过唐路妹，自己尽心尽责，所以伯父的家产

都该归自己。经过近4个小时的艰难调解，唐

顶一和叔叔达成和解，唐顶一分得9万元的

拆迁补偿款。。

　　唐顶一说，春节期间他又到叔叔家里一

起喝酒了，现在叔侄俩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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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全环节贯通撑起“护薪伞”
隔 本报记者  周宵鹏

隔 本报通讯员 丁超

　　

　　“仅仅3天时间，大家的烦心事就解决

了，心里都是热乎乎的！”在河北省保定市竞

秀区一处工地打工的农民工小刘激动地对

《法治日报》记者说，在检察机关和相关部门

的帮助下，他和20多位工友拿到了被拖欠的

工资，时值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成为

他们收到的最好礼物。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党和政府关注、

群众关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党史学习教育和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保定市竞秀区

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帮助维护农民工合法

权益，全方位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联合该区

法院、公安、人社部门出台工作机制，打造

“一站式”法律服务通道，有效贯通了涉及解

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各个工作环节。

　　“竞秀区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将‘四大检察’充分融入帮助农民工

讨薪行动的全过程，助力法治建设、平安建

设，力促息访罢诉，推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工作走上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是

能动司法检察工作的积极探索。”保定市人

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庆品说。

找准症结避免“九龙治水”

　　治理农民工“讨薪难”这么多年，可为啥

欠薪问题还是屡治不绝？

　　今年7月，在开展“检察为民办实事”实

践活动中，竞秀区检察院检察官到该区人社

局走访调研时发现，因行政手段无后续强制

性保障措施等职能限制，一些劳动争议案件

在仲裁裁决生效后，农民工依然无法拿到工

资。甚至个别企业钻法律漏洞，隐匿或转移

财产，造成无可执行财产，导致很多农民工

的血汗钱无法追回。

　　在检察官与人社部门领导沟通交流的

过程中，就有两批农民工前来反映欠薪得不

到解决的问题。检察官们认识到，必须发挥

能动司法检察力量，让农民工兄弟更高效地

拿回血汗钱。

　　一般来说，农民工如果遭遇讨薪纠纷，

先由人社等部门根据不同情况通过劳动监

察、劳动仲裁等予以解决，经仲裁后企业逾

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的，

农民工可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农民工也

可直接到法院起诉；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的，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法院最终作出裁决。

　　因此，一套完整的解决农民工讨薪工作

流程，可能需要公、检、法、人社四家单位参

与。检察官在工作中发现，对涉及农民工的

问题各单位都非常重视，也推出了不少便民

政策，但是各个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职能弱

项短板，尤其缺乏有效的沟通和配合，工作

中难免出现“九龙治水”现象。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上启

下衔接公安、法院和人社部门各个环节的工

作，要主动谋划、倾力协调、精准施策。”竞秀

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伟介绍，经过

调研，该院决定主动联合区法院、公安分局、

人社局共同参与，综合运用行政、司法和信

用惩戒等多种治欠手段，着眼长远构建根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工作机制。

精准施策打造“一站服务”

　　今年9月16日，经过共同努力，竞秀区

公、检、法和人社局会签完成《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联合调处工作机制》，对涉及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难题一一破解。

　　按照这一机制，在农民工欠薪案件受理

方面，四家单位共同建立维护农民工合法权

益“一站式”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对涉及农民

工欠薪案件均实行优先受理、优先立案、优

先办理、优先执行。同时设立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联合调处工作联络点，由各单位分管

领导牵头，明确联络员，具体沟通协调，畅通

办案渠道。

　　针对解决欠薪措施缺乏刚性的问题，今

后，竞秀区人社局对劳动监察、劳动仲裁过

程中涉农民工欠薪的重大案件，可邀请区

公、检、法共同研判，对区人社局提供法律咨

询意见，对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对涉事企

业、单位进行释法说理。

　　“司法机关提前介入，既给行政机关‘站

台’，也让农民工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更

让相关企业及早明白欠薪可能带来的法律

后果，从而更好地化解争议、提高效率，合力

促进案件解决，营造起全社会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

治环境。”竞秀区人社局副局长周合金说。

　　此外，按照机制规定，对于农民工直接

到区法院起诉的案件，竞秀区检察院可以支

持起诉。几家单位还将采取多种措施纾解农

民工遇到的实际问题，对因拖欠工资造成农

民工生活困难的，根据相关规定，可申请给

予司法救助，让农民工从各个层面感受到司

法的温度。

　　据了解，竞秀区公、检、法、人社部门还

确立了建立信息共享、定期会商、联合宣传

发布机制，并着力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从各个方面确保协调联动，为民谋利、

为民办事、为民解忧。

群策群力撑起“护薪之伞”

　　“现有22名农民工反映某工程项目拖欠

110余万元工资问题，请你单位迅速行动，切

实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9月23日，竞

秀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接到上级紧急电话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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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1日，安徽省含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邀请辖区幼儿园、小学生代表，以“小

记者”身份走进警营，开展“守法规知礼让 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活动现场，民警专门为“小记者”们设计了情景体验、游戏问答等互动内容。

通过活动，“小记者”们拓宽了交通安全知识面，增强了文明交通意识。图为民警讲

解交通标志标识。

本报通讯员 冯善军 陈燕 摄  

萌娃进警营
充不到的游戏“榜顶”

隔 本报记者  范天娇

隔 本报通讯员 李玲 张剑涛

　　

　　游戏中充值到榜一，就会得到高

额返利，但每次即将登顶时，总会以几

元钱之差被人反超。有的玩家自认倒

霉，有的玩家继续较劲，殊不知都掉进

了别人的套路。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肥

东县公安局获悉，肥东警方成功打掉

一大型网络游戏诈骗团伙，查获涉案

电脑20余台，抓获涉案人员48名，冻结

涉案资金70余万元，总涉案金额达100

余万元。

谎称争夺榜一能返现

　　5月11日晚，家住肥东县店埠镇某

小区的郑某某，在浏览手机直播平台

时看到一个主播正在直播玩游戏，这位主播

在直播间中一边玩游戏，一边向观看的观众

介绍这款游戏有顶榜返利活动。

　　“只要进行游戏充值达到榜一，就能得到

整个游戏内大区所有充值金额百分之三十的

返利，而且上榜容易稳赚不赔，大家积极参与

进来。”在这位游戏主播的忽悠下，郑某某心

动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接受了主播的邀请。

　　该游戏主播将郑某某拉进一个聊天软件

中，并发送给郑某某一个网址让其下载某游戏。

软件下载完成后，主播告诉郑某某只要在这款

游戏中充值到榜一就会得到返利，于是郑某某

开始在这款游戏中不断进行充值。直至充值了4

万余元后，郑某某终于争得了榜一的位置。

　　可还没等郑某某高兴，游戏中突然出现

一个人将郑某某从榜一的位置挤了下来。看

到充值了4万余元打了水漂，为了获得返利及

时止损，郑某某又继续通过微信进行充值。可

在充值6000余元后，游戏平台突然显示榜首

已经达到上限，无法再继续充值了。

　　郑某某这才发现，此时自己已经共计充值

了5万余元，却还是依旧位居榜二，与榜一仅有

6.6元的差距。郑某某越想越不对劲，觉得自己可

能上当受骗了，便立即向肥东县公安局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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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

隔 本报记者  王春

隔 本报通讯员 王旖

  基层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占全国检察机关总办案量八成以上，而“小

案”占基层检察机关总办案量的85%以上，把人民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案”

办好，是每家基层检察院面临的重大课题。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斌向《法治日报》记者

介绍，近年来，该院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司法办案有

温度，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案”，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以检察工作“民生指数”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自2019年以来，上虞区检察院办理群众身边的刑事“小案”2092件4303

人，办理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虚假诉讼等民事检察“小案”436件，办理保障

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脚底下的安全”等检察公益诉讼“小案”161件，不断

满足群众需要，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检察建议书已收悉，我们根据建议，从警示教育、加强管控、落实反诈

预警等方面进行整改和落实，并建立了向公安机关及时通报可疑手机号码

机制，协同打击倒卖手机卡黑灰产业链，遏制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这是

上虞区检察院收到的一份来自某通信运营商的回复函。

  今年年初，上虞区检察院在办理蔡某等3人盗用身份证案时发现，蔡某

将企业应聘人员身份证用于办理手机卡，并将107张手机卡出售他人，且部

分被用于电信诈骗。“只要向通信运营商提供个人身份证与个人头像照片，就

能办理手机卡，这种办卡漏洞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承办人说道。据

此，针对手机卡办理中“实名不实人”的问题，该院围绕面部动态识别、区域经

理监管等内容向通信运营商制发检察建议，要求斩断电信网络新型犯罪作案

链条，防止电信网络诈骗等下游犯罪发生，守护群众的“钱袋子”安全。

  针对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型诈骗犯罪高发，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情况，上虞区检察院一方面通过办案严厉打击电信网络新型犯罪，尤其是

加强立案监督、追捕追诉、追赃挽损等；另一方面，发挥“小案”叠加效应，深

入开展以案释法，如在官微上开设“尔诈我‘虞’”普法情景剧栏目，加强宣传

警示，从源头预防和构筑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防火墙”。

公益诉讼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2020年，共享电动自行车落地上虞城区，不仅方便了老百姓出行，也减

少了环境污染。但是上虞区检察院却接到举报称共享电动自行车存在未悬

挂车牌、部分车辆头盔缺失、停放区域占用盲道等系列社会问题。“共享电动

车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正确使用车辆可减少相关交通事故的发生。”上虞区

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张幸女说。

  通过现场查看、调取投诉记录、问卷调查、访问笔录以及委托第三方对随机选取的车辆开

展全面安全系数体检等方式，该院明确了车辆运营过程中实际存在及群众关注的主要安全隐

患点。据此，该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人民监督员进行公开听证，并就听证结果向相关职

能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职，督促共享电动自行车运营企业及时更换破损车辆、配

备符合安全性能要求的头盔，重新划定区域内共享电动单车设置的电子围栏辐射区域，确保市

民出行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目前，该区共享电动自行车更新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从“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守护海洋”等专项监督活动，到红色文化保护、大运河保

护等新领域案件，上虞区检察院在守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频频亮剑。2019年以来，

累计立案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66件，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56件，诉前程序行政机关整

改率达95.51%。

司法救助做到“应救尽救”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3月，上虞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在办理一起抢劫案中发

现，嫌疑人小王抢劫事出有因，在案发前和他人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支付赔偿款，才剑走偏锋，导致

本来就贫寒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遂将该线索移送第七检察部，建议对其家庭进行司法救助。

  检察官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到，小王的父母为了给其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已经四处举债，另

外家里还有3个小孩和老人需要抚养，生活很困难，遂告知小王的父母其家庭符合司法救助条

件，可以申请司法救助。最终，上虞区检察院依规为小王的父母发放了3万元救助金。

  类似小王一家因案导致生活拮据、获得司法救助的当事人，不在少数。据该院副检察长沈

波介绍，目前，司法救助已贯穿该院办案的各个环节，形成救助线索移送绿色通道，实现了从被

动接受到主动发现的转变，还探索构建了检察机关主导、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的司法救助机

制，司法救助人数、金额都在呈倍式增长，2019年司法救助20人29万元，2020年46人46万元，2021

年截至10月已救助40人41万元。司法救助已成为该院服务群众的“民心”检察产品。

上
虞
检
察
办
好
群
众
身
边
﹃
小
案
﹄

漫画/高岳

　　随着“剧本杀”的风靡，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像鑫博一样沉浸于“社交+

游戏”的体验之中。但是这一新兴市

场的快速扩张，也伴生了入行门槛过

低、审核把关缺失、版权保护不足等

行业乱象，争议热度居高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