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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良辰已定，吉日待访；吾有薄酒，以谢良友。敬备喜宴，随候

尊驾！我和××的婚礼定于今年10月6日中午在××酒店举办，诚

邀您见证我们的幸福时刻。”

  9月下旬，收到初中同学发来的喜讯，安徽省宿州市的张杰

（化名）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这意味着，近期他又要掏一笔“份

子钱”。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国庆节期间要参加5场婚礼，

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似乎不够。

  “我之前已经答应同事10月6号参加他的婚礼，初中同学的

婚礼肯定无法抽身参加，但人不去，‘份子钱’也得出呀。”张杰颇

为无奈地对《法治日报》记者说，最终，这个国庆节他“随份子”总

计支出6100元。

  “去年国庆节‘随份子’随了4000元，今年6100元，而我的月工

资才5000元出头，都不够‘随份子’的。”毕业工作4年的张杰忍不

住吐槽道，“为什么‘份子钱’越来越高了？”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张杰有相似经历，为“份子钱”而

烦恼的人不在少数。

  近期，“妈妈坚持让女子婚礼随2千”“大学生蹭酒席随礼

100元被指太少”等话题引发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们那里

给关系不是很近的人随礼都要上千元了”“随礼100元都不好

意思坐下来吃饭”“国庆8天假期7个朋友结婚，工资直接打到

他们卡上吧”“十一一到，一月白干”“一月工资不够国庆参加

婚礼的份子钱”……

  从贵州来北京打工的李登（化名）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和亲

朋好友都默认“份子钱”为200元，但这几年水涨船高，“份子钱”

涨得比工资快多了，300元成了基准线，而且大多时候已经拿不

出手，一些人都五六百元的随，自己囊中羞涩，一到节假日压力

巨大。

  《2022职场人国庆长假调查》数据显示，职场人在国庆期间

给出的“份子钱”，人均高达2369元。其中，给出1001元至3000元的

职场人最多，占比33.6%。

  亲朋遇喜事，“随份子”本应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祝福方式，如

今为何变成了“甜蜜的负担”？不少人抱怨：这样的“份子钱”还有

什么存在的必要？

  但按照风俗习惯，不给“份子钱”又不切实际。“不随礼，等于

把亲戚朋友都得罪了，背后指不定怎么议论你，以后有事也不会

出手帮你。”张杰直言。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看来，“随份子”具有合理

性，从文化角度来讲，“随份子”有两层含义，一是表达情义，人与

人之间交往的社会需求；另外“随份子”一般是遇到婚丧嫁娶等

特定事件，完成这些大事需要支出不菲的费用，对一些家庭而言

未必能独立承担，亲朋好友之间的“份子钱”具有帮助和互惠的

功能。

  “抱怨‘份子钱’压力大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正处于亲戚朋

友婚丧嫁娶比较集中的阶段，而自己往往刚开始立业，没有太多

经济积累，因此觉得‘份子钱’成了负担。”吕德文说，此外，“份子

钱”表达情谊的功能相比之前在减弱，而功利性的考量在增加，

有些人还想着靠办酒席多挣点钱回来，“随份子”变味了，人们的

情绪就不太好了。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也发现，有

些地方的“份子钱”变味严重，金额越来越高，甚至形成一种互相

攀比的趋势，“比如你随礼1000元，回礼的时候我要给1200元甚至

更多，你再随礼的时候金额又得增加，双方抬来抬去，价格越来

越高，也就成了负担”。

  实际上，国内不同地区“份子钱”的数额也有差别。网上流传

一张“全国婚礼红包地图”，浙江和上海以1000元的红包水准领跑全国，河南500元，广东非

常低调接地气，结婚只需要随礼100元。网友笑称：请广东人民把“份子钱”打下来！

  然而，把“份子钱”打下来，并非易事。

  2021年4月，民政部将广州市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通过出台实施方案、强

化宣传引导等有力举措，文明简约的新式婚礼成为新风尚。比如在广州市从化区的一个

村，当地结婚“随份子”钱不超100元。

  2022年河南省民政厅同意将开封市、焦作市孟州市、商丘市永城市等20个地区确认为

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在河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农场班村，除了倡导“零彩

礼”外，村委会还倡导，除了亲属外，乡亲们随礼不要超过50元。

  但有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很多人并没有按照倡导在做，有的人觉得50元、100元的拿不

出手，有的人之前收的礼金较高，别人有喜事自己不可能降低“份子钱”，甚至还有人在想

方设法摆宴席收“份子钱”。

  9月26日，有网友在重庆网络问政平台发布求助帖，梁平区铁门乡“无事酒”盛行，大人

娃儿过生日也要办酒，有村民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把女婿、外孙弄回铁门来办生日酒，还有

村干部的父亲是明年周岁生日却改到今年办酒……

  据公开报道，有些地方的“无事酒”纯属无中生有：抓头猪要办，麻将输了要办，考上高

中要办，什么都可以当作由头。

  吕德文说，因为“份子钱”有互惠的关系在，所以它是循环的，付出的“份子钱”，之后因

婚丧嫁娶又回来了。“份子钱”100元、200元还好，如果再低可能连酒席成本都回不来。如

此，可能送礼的人不想送，收礼的人也不想收，但为了赚回此前投入的“沉没成本”，便不得

不加入循环，成为其中的一环。

  “‘份子钱’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不管哪一个时间节点，总有人办了酒席成本可能收不

回来要吃亏，而‘随份子’是一种习俗，不应用法律强制规定随多少合适，只能通过倡议

倡导，对于党员干部可以采取组织条例增加约束力，但对普通民众约束力很低。”吕德

文说，建议通过倡导或用村规民约等形式，降低不必要的酒席频次，有效减轻“份子钱”

负担。

  孟强认为，虽然约束力较低，但还是应当坚持倡导，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形成“份子钱”

太高不好的观念，遏制“份子钱”不合理上涨的趋势。此外，“份子钱”越涨越高也可能和红

白喜事的铺张浪费有关，花的钱多了收的礼钱自然就高了。因此，很多地方都倡导红白喜

事简办，这对于“份子钱”改革也有很大作用。

  “不管是送礼物，还是‘随份子’，大家最后都逃不过这份人情往来。如果平时走动比较

多，联系比较紧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大家互相帮一下，这时候收获的亲情友情，可

能比‘份子钱’更能够体现人和人之间的美好情感。”孟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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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国锋

  前不久，一名男子带着一袋子资料，惴惴

不安地走进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公安分局案件

受理中心，向值班民警提出控告称，他签约的

一个工程项目在转账150万元保证金后，却迟

迟无法进场施工，怀疑被诈骗。

  值班民警没有以涉嫌经济纠纷为由，把

报案人推到法院解决，而是耐心听取其陈述

并详细制作了笔录，按照“报案必接、有案必

受”的原则，认真梳理每一笔账目往来，将案

情直接录入到警综平台。经梳理研判，初步认

定该案系一起“一鱼多吃”类型的合同诈骗

案件。

  该案流转到刑事侦查分中心办理。侦查

民警先后赶赴内蒙古、海南等地调查取证，锁

定了合同诈骗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依法对

嫌疑人刑事拘留。

  这是南京公安深化市局、分局、派出所三

级实体受立案机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今年前8个月，南京全市各级案件受理

中心（室）前端接受登记群众上门报案、其他

机关移送案件1万余件，通过内部分流机制

流转处置后，受立行政、刑事案件9400余件，

转案率达93.3%。与此同时，全市刑事不立案

复议复核数同比下降19%，群众反映有案不

接不受的信访举报投诉量同比下降达30.6%。

改受立案流程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来到江北新区分局

了解到，按照南京市公安局改革要求，该局在

原有案件受理中心实体化运行基础上，创新

升级了“法制牵头、警种进驻、现场审查”为主

体，分局和派出所两级案件受理联动运行机

制，将群众上门报案与执法司法机关移送的

犯罪线索一并纳入流程监管，有效畅通了源

头接报案机制。

  “我们分局案件受理中心每天3人值班，

确保有来自法制、刑侦或经侦部门的两名资

深民警接待，另安排专人负责将信息数据录

入平台，案件受理中心整个区域全部安装摄

像头、拾音器并与监督平台联网对接，实行报

案现场24小时同步录音录像、全程监管。”该

局法制大队队长周银坤介绍。

  周银坤说，分局从接处警环节破题，情指

中心对110接报的违法犯罪类警情实行“双派

警”模式，即同时向专业警种和派出所、警务

站派发，通过专业警种提前介入发挥手段、资

源优势，从源头上解决派出所、警务站在接处

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线索遗漏、执法不规范

等问题。

  为强化“派出所主防”的改革定位，该局

将原来派出所侦查职能剥离，对派出所刑事

责任区大队进行职能再造，统一设置派出所

案件办理队，按照职能划分为刑事案件线索

协侦、治安行政案件办理和执法监测监督三

个 部 分 ，全 量

承接派出所刑事、治安执法办

案和执法全要素监督管理工作。

  据统计，改革以来该局派出所违法犯罪

类警情作为纠纷调解处置同比下降21.7%，立

案和打处同比分别上升9.3%和14.6%，110接处

警满意度同比上升7.9%。

  为建立完善“市县主战”实战化职能体

系，南京市公安局还在改革受立案机制基础

上，不断深化专业化打击机制建设，由实战

警种直接组织、直接指挥、直接管控、直接办

案“四个直接”责任。通过强化工程建设、自

然资源、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涉黑恶犯

罪线索摸排，从纠纷小警情入手，通过警情

穿透研判、案件精准串并屡屡破获大案。

  2023年4月、7月，南京警方先后在全国

发起三波次打击集群战役，调集近千名警

力，分赴全国20多个省市，摧毁3个外省市特

大恶势力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31

名，破获全国范围内串案505起，涉案总金额

150余万元，取得“全链条”式突出打击效应。

案件应受尽受

  “刑民交叉”问题长期困扰着司法机关，

也是当事人最为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如何

通过改革破局？

  2023年4月，江北新区分局案件受理中心

接到南京栖霞区人民法院移送的一起案件，

案件原系一起合同纠纷，但法院审理中发现

被告公司经营模式涉嫌经济犯罪。

  接到移送案件后，中心立即组织法制大

队刑事案件审核人员对相关文书材料进行审

核。“表面上销售商品，实际上以发展人员、击

鼓传花的方式从事非法传销诈骗活动。”受理

中心办案民警董飞回忆说，经过初步审查并

将案件信息录入模块，该案经审批流转到经

侦大队侦查中心办理。

  “这家公司在公众号平台搭建了一个做

翡翠拍卖的商城，并在小红书、抖音、百度

贴吧等平台发布推广信息，或通过熟人私信

方式宣传售卖。公司承诺客户购买后次日翡

翠价格就会上涨，不断诱导客户抢购，价值

几百块钱的翡翠经过多轮拍卖可以涨到几

万元。”该案主办民警毕翔龙说，公司仅仅

经营了6个多月就崩盘跑路了，参与抢拍的

几十人在高位被套牢，受害人之一到法院

起诉。

  “该案犯罪行为模式新颖，罪与非罪、此

罪与彼罪存在争议，案件流转到经侦大队

后，了解到当事人曾到派出所报过案，但派

出所以民事纠纷为由未受理，只好到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江北新区分局副局长李涛介

绍，8月10日，经侦大队联合派出所出动40余

名警力分别在南京、天津、安徽开展集中收

网，抓获周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其中6人被

刑事拘留。

 　“我们规定，法院、行政执法机关等移

送来的案件线索，除了必须全部录入平台进

行分析研判、监测监督，还要求法制大队全

程跟踪办案进展。”李涛说，对案件必须在

法定时限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对确实依

法不够立案条件的，必须告知报案人救济

途径。

  “改革紧盯影响如实受

立案的核心障碍，明确应受尽受职

责，群众可以到任意一个案件受理中心

（室）进行报案。”南京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江

北新区党工委委员、江北新区分局局长曹存

福说，改革明确了全市各级案件受理中心

（室）接报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18类经侦

支队直管案件，直接向经侦支队案件受理分

中心转交的工作机制，以及集资诈骗、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案件，直接向各分

局经侦大队分流的工作机制，实现专业类案

件由专业部门扎口管理。

  “专业化受立案、专业化侦查、专业化办

案，大大提升了办案质量，仅从江北分局的改

革情况看，原来案件从刑拘到移送审查起诉

平均需要四五个月，现在已经缩短到2.7个月，

其中刑事案件快办率大力提升，尤其是作为

衡量案件质量之一的检察监督数据，今年以

来下降了27.4%，整个办案流程的质效得到了

根本性转变。”曹存福说。

  为防止有案不受问题，南京市公安局专

门开发了“受立案自接警模块”，对各级案件

受理中心前端接报案登记受理、案件线索平

台流转、办案单位后端调查处理，进行流程化

管理。每一起接报案都通过“红黄绿”三色预

警进行受立案审查期限风险管理，确保案件

全程专业化监管。

弥补监管漏洞

  据了解，案件受理中心通过统一扎口接

报群众上门报案、外单位移交线索，有效整

合专业警种和派出所资源，实现接报案统一

标准、统一受理、统一审核、统一流转、统一

管理和统一答复。登记流转后，案件根据类

型推送至刑侦、治安、经侦、食药环等专业

警种开展受案初查，明确规定案件受案审查

时限。

  江北新区分局建立了“案件受案、刑事侦

查、刑事办案、执法管理、监测监督”五大中

心，不断深化“专业化接处警、专业化受立案、

专业化侦查、专业化办案、专业化监督”等一

揽子改革。

  南京市公安局从机构优化、平台研发、流

程再造、机制创新、场所建设、监督升级六个

方面系统推进三级实体受立案机制，搭建了

“1+5+12+N”受立案管理体系架构，即市局

设置案件受理中心并由法制支队负责日常

运行；在治安、刑警、经侦、禁毒、食药环侦

等警种设置分中心并由警种条线内设法制

部门负责日常运行；12个属地分局设置案件

受理中心并由分局法制大队负责日常运行；

派出所设置案件受理室。实现市局、分局、

派出所三级案件受理机构上下贯通，一体

联动。

  如今，南京全市三级案件受理中心（室）

均设置对外接待窗口，全面畅通接报案渠道，

明确案件受理责任，切实做到了群众报案“一

站式”接收、案件移送“一揽子”衔接、法制部

门“一体化”管理，有效减少了不如实受立案

问题发生。目前全市5个警种、12个分局、151个

派出所案件受理中心（室）已完成建设并实际

投入使用。

  南京市公安局还推进各级案件受理中心

与执法监测监督中心日常工作有效衔接、融

合运行，将110线上报案和各级案件受理中心

工作全量纳入日常监管，特别是对经济案件、

网络诈骗等疑难复杂案件接报案情况纳入重

点监测。

  前几天，群众李某到玄武分局案件受理

中心报案，该中心发现其因信用卡被盗刷一

事曾先到派出所报案，因首接地、盗刷地、开

户行所在地不一致，相关派出所对由谁管辖

存在认识不一致。分局案件受理中心立即开

展核查，确认问题后立即推进整改，将群众报

案诉求及时纳入规范处置的流程。

  自改革以来，南京公安有效解决了“平台

主办与实际主办不一致”的执法症结，明确案

件主办责任4.9万人次，固定案件审批审核责

任人2.9万余人次，每个执法活动都能在平台

中找到对应审批审核人员，每起重大疑难案

件、执法事项均有通案记录可循；问题多发案

件实现“有人盯、有人管”，有效弥补了监督管

理漏洞，刑事案件满意率达99.8%。

强化执法监督

  南京市公安局打出了警务机制改革“组

合拳”，通过强化涉网警情舆情处置机制，树

立“把网情当警情”意识，通过规范“网上110”

处置机制，对民意诉求制定了“精准交办、及

时回应、分类整改”工作流程，大力加强全体

干警执法为民理念教育和执法规范素质

能力。

  “改革推进到这一关键阶段，市局专业警

种可能会发现，原先破案责任基本都下到了

分局一级，现在却要直接承担指标、直接要去

破案，最终发现‘ 改革最后改到自己头上

了’。”南京市副市长、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

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常和平分析说，市局各大

警种直接主战，就要打破行政管理模式，重塑

指挥体系、力量体系，同时持续深化法治公安

建设，加强执法源头、执法质量管理，建立全

链条、闭环式、可追溯的监督管理体系。

  常和平介绍，南京还率先在全国公安机

关实施法制部门垂管改革，通过打破属地化

机构隶属体系，南京6个城区分局和4个专业

分局法制大队划归市局法制支队垂直管理，

对全市刑事案件统一标准、统一尺度、统一指

导、统一审核、统一出口，法制部门与检察机

关全口径对接。同时，江北新区、江宁、高淳等

新六区分局实行法制员派驻制，由分局法制

大队统一派驻各基层所队站，以往同级监督、

监督缺位等难题得以根本解决。

  “为有效破除对执法活动的‘地域干扰’，

市局明确法制支队派驻各分局法制大队代表

市局监督管理分局各项执法活动，赋予派驻

大队对派驻地分局执法质量考评职责和权力

制定5类58项职责清单，有效提升监督管理精

细化水平。全面建成并实体化运行三级执法

监测监督中心和三级受案中心，实行信息化

模块化管理，对全部刑事案件全量审核、全流

程监督。”常和平说。

  改革后，全市公安法制部门发现问题数

逐年上升，被省厅专项执法检查确定问题数

逐年减少，检察机关绝对不捕不诉案件数从

2020年74件降至2022年7件，降幅达90.5%，实现

了办案质量、效率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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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案不立”顽瘴痼疾如何破解
南京公安建立三级实体受立案机制

调查动机

  长期以来，报案

难、立案难是群众对

公安工作不满意的

一个重要原因，也是

影响公安执法公信

力的难点堵点。

  立案难成因复

杂，既有部分报案人

的诉求超出法律规

定范围，期望通过公

安机关立法侦查达

到施压、取证、调解

等目的，给公安工作

增加了负担；也有一

些案件披着“经济纠

纷”外衣，或民刑交

叉，有的基层派出所

刑事办案能力不足，

加上管辖不明、管辖

交叉等，出现互相推

诿 、程 序 梗 阻 等

问题。

  近一年来，江苏

省南京市公安机关

把执法权力规范运

行作为警务机制改

革重要内容，大力提

升执法为民理念，在

江苏率先建立三级

实体受立案机制，有

力破解有案不受、有

案不立等顽瘴痼疾。

  为全面了解这

项警务改革的进展，

记者深入南京公安

机关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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