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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4月28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民检察院“化解社会

矛盾，守护公序良俗，弘扬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巡

回法治宣讲团第二场走进白寺镇乡村振兴讲堂，给来

自3个乡镇的169名村党支部书记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

治课，讲述了一起涉农“民转刑”案件的办理过程。

　　王某海与王某德的责任田东西相邻，地头是两家

共用的生产路。王某德的责任田在西端尽头、路的北

侧，地头的生产路对王某海的通行没有影响，他便在路

上种上了庄稼。王某海一家收入少、生活压力大，索性

也在地头的生产路上种上庄稼，但这段生产路是王某

德去田间劳作时的必经之路，每到农忙时节，双方都会

因此发生矛盾。

　　2022年6月30日，两家矛盾再次升级。王某德妻子认

为王某海家的玉米种过了地界，要求对方自行移走或

拔掉，而王某海坚称没有过界。王某德妻子准备拔除玉

米苗时，王某海用脚踢了她一下。见妻子被打，王某德

上前理论，两人发生肢体冲突，致使王某德受伤，经鉴

定，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2023年1月24日，公安机关以

王某海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请浚县检察院审查逮捕。

　　这起看似普通的“民转刑”轻伤害案件一进入检察

环节，便引起了浚县检察院党组的高度重视。

　　原来，2023年初，浚县检察院出台《浚县检察院落实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的意见》后，专门

成立了“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党建业务融合指导

组，依据《浚县检察院重点案件、典型案例一体化培育

机制》，明确涉农案件办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以案结事了政通人和为目标，提升乡村治理能

力和水平，精准服务乡村振兴。

　　“‘小案’并不‘小’，我们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

更要能动司法，注重矛盾化解，通过类案分析推进基层

治理，服务乡村振兴。”浚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

宏溥说。随后，浚县检察院启动了党建业务融合办案流

程，由院党组副书记、分管刑事检察业务的副检察长卢

洪涛，员额检察官、第一检察部主任陈书恒组成检察官

办案组，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牛长涛及民行检察官梁

宁等党员骨干组成溯源治理组（矛盾调解组），全力投

入案件审查、社会调查、矛盾化解、诉源治理。

　　检察官办案组审查后认为，王某海的故意伤害行

为是成立的，但在讯问王某海时得知，他有三个孩子，

收入少、负担重，夫妻关系也因案件受到影响，如果就

案办案，不但不能化解双方矛盾，还有可能引发一连串

负面效应。

　　“要督促犯罪嫌疑人主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积极

作出合理赔偿，努力促成刑事和解或不羁押诉讼。”在

陈书恒建议下，办案组会同侦查机关会见嫌疑人王某

海，对其进行释法说理，诉源治理组约见受害人和嫌疑

人家属，讲解司法政策，申明利害关系。在各方努力下，

王某海家属同意赔偿王某德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等

各种费用共计5万元，王某德表示接受。当王某海亲属

将5万元交给办案人员，准备签署赔偿协议时，王某德

提出，王某海必须让出供自己通行的生产路。而王某海

则说：“要种都种，要不种都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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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检察能动司法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马利民

□ 本报通讯员 谷才霞

　　

　　巍峨的雪山、巨大的冰川、广阔的牧场、古老而肃穆的寺院……美丽、圣洁，是人

们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最深刻的印象。这片土地上的瑰丽图景，除了得益于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更离不开人们的悉心呵护和有效治理。

　　甘孜地处川、藏、滇、青四省交界处，是汉藏经济文化交融的重要纽带。在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中，甘孜直面治理难点、堵点和痛点问题，创新“民族团结进家

庭”工作机制、探索“因情设网、应时建格、格随人走”的流动网格模式、组建“马背服

务”队伍等，致力于打通源头到末梢的全程治理，为探索涉藏地区市域社会治理提供

了“甘孜经验”。

“民族团结进家庭”机制

末梢治理深入到户

　　“吃饭了吗，志玛？这两天身体怎么样？”正在岭戈村开展走访工作的益西泽仁遇

到了自己对口联系的志玛一家，便熟络地交谈起来，志玛的孩子最近到附近的城里打

工去了，益西泽仁对此很关心，再三叮嘱孩子在外面不管遇到任何事，一定要跟自己

联系。

　　益西泽仁是甘孜州委政法委维稳防邪指导科科长，另外，他还担任甘孜州委政法

委对口联系村——— 岭戈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岭戈村的每一户家庭，都有甘孜州委政

法委的干部职工对口联系，我的联系户有4户。”益西泽仁介绍，干部职工要通过定期

走访、电话、微信等方式随时关心了解联系户的生活情况、听取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

的困难，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还要将政策宣讲、法治宣讲带入每一个家庭。无微不至

的关怀和浸润，也逐渐改变着这个村落的面貌。2022年2月，岭戈村被四川省、甘孜州平安建设领导小组评为了

省级平安村和州级平安村。

　　在甘孜，像岭戈村这样治理效果明显、和谐之风盛行的村落不在少数，他们都得益于甘孜州创新建立的“民

族团结进家庭”机制：通过建立全州公职人员全覆盖联谊户籍家庭常态机制，将全州6万余名干部职工联系26万

余户农牧民群众和僧人家庭，让干部职工真正融到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察民之所虑，亲民之所爱，为民之

所需。

　　“民族团结进家庭”的推行，在治理沉疴陋习、矛盾纠纷“防未然”等方面效果显著，此外，政法部门还依托

“洞噶波”“甘孜绿芽”“平安驿站”“正义雪莲”等政法法宣品牌，积极推进“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思维“进家庭”

活动，培养家庭“法律明白人”26万余人，开展法律服务1.3万次，出台便民措施360条，有效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

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依法维权能力，形成“学法人人受益、守法处处和谐”的社会风尚。数据显示，“民族团结进

家庭”的推进，让全州矛盾纠纷排查率、化解率、满意率实现提升，信访总量下降17%，连续五年重大突出涉稳案

（事）件“零发生”，社会治安群众满意度持续保持全省前列。

“流动网格+伴随式服务”模式

让治理跟着群众走

　　甘孜理塘县，虫草远近闻名。作为甘孜州南路地区最大的虫草产区，理塘县虫草采集点多达200余个，采集

人员达4万余人。每年的5至6月是虫草采摘的最佳季节，来自四面八方的采集人员涌入理塘县，各大采集点一时

热闹非凡。在白雪皑皑的群山中，无数帐篷有序排列着，犹如盛开的鲜花点缀在雪山下，帐篷顶上鲜红的党旗猎

猎飘扬，成为一道绝美的风景线。

　　“这些帐篷就是我们‘流动网格+伴随式服务’的具体呈现形式之一，我们整合了虫草产区党员群众力量，

建立38个临时党支部，并以10户为小组成立流动网格小分队280个。”理塘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潘强介绍，为解决

因人员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带来的人员管理难、矛盾隐患防控难、社会治安维稳难、森林草原防火难、产区信号通

联难等一系列问题，理塘县依托流动网格，在虫草松茸采挖临时聚居区建设帐篷党支部、帐篷综治站、帐篷警务

室、帐篷医疗点等站点，帐篷综治站点成为社会治理的“前线指挥所”，千名干部群众随万人虫草大军，进山开展

“伴随式”服务管理，与群众同吃同住，将社会治理触角有效延伸到群众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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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甘孜州新龙县麻日乡开展虫草采挖期普法宣传活动。  德吉央宗 摄

菏泽法院打造“菏法护校”
少年审判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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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英杰：
办案“求极致”彰显为民情怀

□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林  晖

□ 人民日报记者 桂从路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主持

召开相关座谈会时曾表示，今后我会时不时地过来走

一走，看看你们阶段性工作的情况。

　　4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如约而至———

　　5月10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赴雄安、抵沧州、到

石家庄，探工地、看港口、问民生，实地考察雄安新区建

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主持召开两场座谈会，为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指明方向。

　　广袤的幽燕大地，又将掀开新的发展篇章。

不忘初心　保持耐心

　　10日上午9时40分许，习近平总书记乘坐的高铁，缓

缓驶入雄安站。

　　6年前，总书记从北京出发，驱车100多公里，第一次

来到雄安。6年后，沿着京雄城际铁路，不到1小时，总书

记一行就从北京西站抵达雄安站。

　　2020年12月27日，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雄

安站同步投入使用。由于采用了“清泉源头，风吹涟漪”

的设计理念，整个雄安站呈现出水滴状椭圆造型。

　　“这滴水可真不小！”听了车站负责同志的介绍，总

书记微笑着说。

　　一座未来之城，自雄安站敞开大门。

　　作为雄安新区开工建设的第一个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雄安站的建成使用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10日下午召开的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

设座谈会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介绍了雄安新区建设

情况：

　　起步区“四横十纵”骨干路网全面开工，4家央企总

部、4所高校、2家医院陆续落地建设，地下之城加快成

型，“云上雄安”初步建成……城市雏形已经显现。

　　听了大家的介绍，习近平总书记由衷感言：“2017

年，我第一次来雄安，站在一片田埂上展开了新区规划

图。短短6年里，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

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称奇迹。”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从当前成就，谈到不忘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雄安新区功能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

中承载地，这是建设雄安新区的初心和使命。”

　　当初怎么做的决定？

　　总书记回忆：“眼看北京市的人口总量将在一两年

内达到城市承载能力的‘天花板’。首都首先是政治中

心，不是‘大杂烩’，不能‘胡同里办工厂’、搞‘地摊经

济’。雄安新区是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诞生的，不

是为了简单建一个新区、建一个新城，这个定位一定要

搞清楚。”

　　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雄安新区启动区核

心位置。登上一座三层平台，眼前是一片塔吊林立的繁

忙景象：

　　雄安城际站建设正有序推进，国贸中心等重点配

套项目拔地而起，中国中化总部基地项目八角形造型

轮廓初显，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雄安新区总部

大楼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看到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及重点疏解项目规划建设

进展顺利，总书记不时点头。

　　他对现场建设者语重心长地说：“这是百年不遇的

历史机遇，你们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任务，要努力啊！”

　　座谈会上，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

鼻子”，与会人员谈到下一步设想：加快推进首批疏解

的项目建设，压茬推进央企、高校、医院第二批疏解项

目，同时研究谋划第三批疏解工作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明确要求：“不能凭自身好

恶，需要搬就得搬。不能搞‘纸面疏解’‘变相回流’，名

义上疏解，结果回去了。更不能通过在京设立二级单位

等方式边疏解边新增。”

　　着眼千年大计，既要不忘初心、一张蓝图绘到底，

也要保持耐心、一茬接着一茬干。

　　考察过程中，面对雄安干部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求真

务实：“雄安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要久久为功，既不能心

浮气躁，也不能等靠要，必须踏实努力、艰苦努力。”

　　座谈会上，面对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习近平总书

记高瞻远瞩：“雄安新区建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

能当下都吃干榨尽，要留白、留有余地，为远期规划

预留项目、地块。要适度超前，但不能过于超前，防止

建成项目‘晒太阳’，造成浪费。有的要大举实施，有

的要待机而动，有的要与时俱进，既不能急于求成，

也不能无所作为。”

人民之城　幸福之城

　　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总书记时时牵挂这里的

群众。

　　“我几年前来过雄安，还是挂念这个地方。特别是回

迁群众，涉及几十万人，想看看他们现在生活怎么样了。”

　　容东片区南文营社区安置了安新、容城两县回迁

群众5000多人。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看望

大家。

　　走进党群服务中心，看到一位老人正在窗口办理

业务，总书记上前同他攀谈起来：“现在生活怎么样？收

入多少？”

　　“和老伴两个人，一个月将近4000块钱。”

　　“这是什么钱？”总书记问。

　　“养老金。”

　　“别的收入还有什么？”总书记追问道。

　　“当过兵，还有一些补贴。”

　　“够花吗？”总书记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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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4月下旬开始，

贵州省黔西市公安局

雨朵派出所民警依次

走进辖区学校，为学

生普及心肺复苏、救

生圈的使用、预防溺

水等知识，增强学生

的安全意识。图为近

日，在黔西市雨朵镇

龙场幼儿园，民警指

导孩子们学习使用救

生圈。

本报通讯员

 周训超 摄

努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纪实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马存君

　　

　　2016年作出北京市首例人身安全保护令，2019年

探索将少年审判与家事审判融合成立全市首家少年

家事审判庭……近年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维

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妇女合法

权益为工作目标，先后推出家事调查员、少年家事纠

纷诉调对接等一系列机制，组建家事案件心理咨询辅

导团队，开展“法治校本课”，实现了少年家事审判司

法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有机结合。

　　在近日召开的北京市政法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上，房山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少年家事审判庭）荣

获“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称号。

立体式拓展家事纠纷解决渠道

　　“您起诉离婚的案件法院已经受理，可以和我

们说说夫妻之间存在什么矛盾，为什么要离婚吗？

孩子还小，如果离婚，在子女抚养方面有什么考

虑？”谈话室里，房山法院的家事调查员正在“诊断”

案情。

　　房山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负责人刘宁告诉记者：

“设置庭前家事调查员制度，就是为了详尽地了解家

庭矛盾的症结所在，根据个案具体情况适时化解矛

盾，以此拓展家事纠纷解决渠道，实现案结事了。”

　　家事调查员制度，只是房山法院少年家事纠纷

多元化解体系中的一环。早在2016年，房山法院就

作出了北京市首例人身安全保护令，让遭受家庭暴

力的当事人的身心及时获得司法保护。六年多来，

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房山法院开通反家暴案件绿

色通道维权热线，并依法监督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履

行情况，与区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建立常态化协

作机制，实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和治安管理处罚措

施的无障碍衔接。自少年家事审判庭成立后，共发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46个，有效保护了弱势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同时，房山法院通过实施离婚冷静期制度，多措并

举引导当事人理性处理家庭矛盾促使修复感情、弥合

关系，先后促成近200对夫妻在离婚案件立案前破镜

重圆。

　　现如今，房山法院已构筑起诉前夫妻财产申报制

度、少年家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等一系列特色化审判

模式，使家事审判诊断、修复、治疗的功能和少年审判

教育、感化、挽救的功能得到有机融合，有效发挥。

建立心理疏导机制强化司法关怀

　　“法官，感谢为我提供婚姻家庭关系心理咨询的

机会，咨询师给了我很大帮助……”这是一起离婚纠

纷中的当事人陈女士向承办法官打来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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