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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7月29日讯 记者董凡超 记

者从7月29日召开的大检察官研讨班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

类犯罪嫌疑人36.7万人、提起公诉76.1万人，

同比分别上升18.5%、6.8%。

　　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准确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方面，始终保

持“严”的震慑，依法从严惩治故意杀人、

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起诉2.8万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

等联合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

行动。加大对毒品犯罪惩治力度，起诉2.6

万人，同比上升31.3%。另一方面，发挥“宽”

的教育感化作用，依法落实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超过85%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

认罪认罚。

　　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今年上半年，全

国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12万

人。积极参与打击治理涉缅北电诈犯罪专项

行动，持续推进“断卡”“断流”等专项行动，

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5万人、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4.5万余人，同比分别上升44.1%和

下降25.2%。立案办理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

公益诉讼111件。深入推进网络谣言、网络水

军打击整治工作。

　　在护航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方面，今年

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8894人，同比上升45.5%；办理知识产权民

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1837件，同比上升74%；

办理知识产权领域公益诉讼480件。

　　在服务金融高质量发展方面，今年上半

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金融犯罪1.2万人，同

比上升7.6%。深入开展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

动，起诉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7763人，同比上升4.1%。起诉证券犯罪161人。

持续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起诉洗钱罪1391

人，同比上升28.4%。

　　在推动诉源治理方面，今年上半年，

全国检察机关结合履职办案发出社会治

理检察建议1.1万份，采纳率达89.7%。针对

轻罪数量持续增长、占比持续上升，协同

各方推进轻罪治理，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轻

罪治理体系。

　　本报北京7月29日讯 记者董凡超 记

者从7月29日召开的大检察官研讨班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强化刑事诉

讼监督，监督立案2.1万件、监督撤案4.3万

件；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依法不批

捕9.5万人、不起诉3.7万人；对应当逮捕、应

当起诉而未提请逮捕、未移送起诉的，追加

逮捕6301人、追加起诉3.2万人。

　　在民事诉讼监督方面，今年上半年，

全国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裁

判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6546件，法院

已审结6694件（含积存），其中改判、发回重

审、调解及和解撤诉6 4 0 0 件 ，改变率为

95.6%，对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违法情形提

出检察建议4.7万件。对2.8万件不支持监督

申请案件强化释法说理，维护司法权威。

组织防治虚假诉讼专项调研，开展专项监

督，纠正“假官司”3804件，起诉虚假诉讼犯

罪373人。

　　在行政诉讼监督方面，今年上半年，全

国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行政裁判提

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234件，法院已审结

193件，其中改判、发回重审、调解及和解撤

诉159件，改变率为84.6%；同步向行政机关提

出检察建议2400件。对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

件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1391件。对行政

审判和执行活动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1.7

万件。

　　工作中，全国检察机关持续推动检察

监督与行政执法有机衔接。今年上半年对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

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行为，提出检

察建议7852件。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双向衔接，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

罪案件1663件；对被不起诉人应受行政处

罚的，提出检察意见，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5.96万人。

　　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精准规范

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立案办理公益诉

讼8.6万件。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4.9万

件，检察建议整改率达96 . 9 %。提起诉讼

4272件，法院审结4071件，4058件得到裁判

支持。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选择“边境通行证核发”业务事项、线上核验身份信息、一键提

交证明所需材料……7月18日下午，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政务服务中

心公安窗口工作人员指导下，吴先生和妻子操作“政民通 马上办”

桌面交互终端机，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办好了“边境管理区通行

证”，为期待已久的边境游做好出行准备。

　　“过去，群众办理这项业务需要递交纸质材料，得跑上两到三

趟才能办好，现在通过这套便民系统，群众什么都不用带，只用跑

一趟，即来即办。”马鞍山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科长谢静介绍说。

　　证明材料免提交，业务事项“无感办”，让群众“可感”服务的便

捷高效。《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2023年12月，安徽省委依法治省

办印发《安徽省“无证明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将马鞍山

市列为全省4个试点市之一。此后，马鞍山市全力推进试点工作，通

过推动政务“一站式”服务、电子证照运用等多领域改革，聚焦“奇

葩证明”“循环证明”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持续创新证明材料免

提交方式，逐一打通政务服务的难点堵点，提升政务服务的便捷度

和体验感。

　　马鞍山市严格要求梳理证明材料，严把申报关、依据关、免交

关，认真审核申报单位的证明材料全不全、准不准，全面审核证明

材料的设立依据、设立的科学性，并科学研判证明材料免提交的具

体方式，对没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能被其他材料涵盖或代

替的、出具单位无法调查核实的一律取消，对相关事项国家、省已

经实施免提交的，先进地区已经实施免提交的，以及上级及外地均

未实施免提交，但经综合研判，强化事中事后监管风险可控的，应

当免提交，确保证明材料“应报尽报”“应减尽减”“应免尽免”。

　　为进一步推进证明材料由“纸质”转“电子”，马鞍山市自主研

发“政民通 马上办”无证明查询核验系统，横向连通各部门，纵向

贯通市、县两级，具备共享数据调用、部门间协查核验和线上告知

承诺等功能，支持刷身份证、扫安徽码、扫电子社保卡等多种身份

核验方式，实现证明材料免提交。

　　此外，还编制《“无证明城市”建设数据共享责任清单》，梳理出

51类数据需求，按照“高频优先”原则，分类开展“无证明城市”建设

数据归集应用和质量提升。打通27个数据接口、23类电子证照接

口，实现50类证明材料免提交，身份证、社保证明、不动产权证等16

类高频数据实现100%全覆盖。累计开展数据治理8652万条，推动

17.9万份出生医学证明和78.2万份历史婚姻登记信息实现电子化。

　　“以前群众拿着纸质材料来了后，我们要挨个扫描记录，费时

费力。现在群众空手来办，所需信息和材料几秒钟就能全部调出，我们工作量也减少了。”马

鞍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部主任万霞说。

　　经审核，马鞍山市共报送政务服务事项3371个、证明材料6420个。截至目前，全市证明材

料已实现免提交5014个，免提交率达78.1%，群众和企业的体验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无证明城市’建设是落实‘放管服’改革的生动实践，是创优营商环境的最好‘证明’。

我们将把这项试点工作纳入全市营商环境、法治政府建设等考核范围，着力推动全市各级各

部门进一步转变观念，从‘要我免’转变到‘我要免’，并调整优化证明材料清单和无证明办理

方式，引导更多群众使用‘无证明城市’核验系统，配套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让免提交证明材

料事项越来越多，办理质效越来越高。”马鞍山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则学说。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张  婷 朱  茜

　　

　　盛夏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各大景区游人如织，这里独特的自然风

光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吸引国内外众多游客前

来打卡观光。

　　7月27日上午，在昭苏县湿地公园景区旅

游巡回审判点，一名来自上海的游客正向在

景区开展普法宣传的昭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

理古丽尼沙·对山咨询有关旅游、消费等方面

的法律问题。

　　今年以来，伊犁州直两级法院以旅游巡

回法庭为载体，主动延伸司法服务职能，深入

景区提供法律服务和普法宣传，不断探索“司

法+旅游”多元解纷新路径，依法高效解决涉

旅矛盾纠纷，为辖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全方位、多层次司法服务和法治保障，倾心守

护游客的“诗和远方”。

“普法小摊”+“马背”普法

　　7月27日，昭苏县法院工作人员在昭苏县

湿地公园景区摆起“普法小摊”，向游客、景区

经营者宣传民法典、旅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向游客讲解发生涉旅纠

纷时如何维权，积极倡导游客文明旅游、依法

维权。

　　“景区现在游客很多，法官提出专业建议

与指导，帮助我们规避了很多风险，我们也会

更加依法依规做好旅游服务工作。”昭苏县湿

地公园景区负责人毛新勇说。

　　7月10日，在那拉提苍翠广阔的大草原

上，一场别开生面的“马背”普法活动正在进

行中。

　　“你们在带游客骑马时，要注意把马鞍绑

紧、把马拴好，确保游客安全，骑马前一定要

向游客进行安全风险告知和警示，避免产生

不必要的纠纷。”新源县人民法院那拉提人民

法庭旅游巡回法庭法官阿依特奴尔·波拉提

别克说道。

　　当天，那拉提人民法庭普法小分队与骑

手席地而坐，法官结合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

规，向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侵权纠纷、饲养动

物损害责任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法律

知识，并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

　　“法官提醒得非常好，我也学到了很多。

那拉提景区旅游火热，我们一定要依法依规

做好服务。”那拉提“冠军”马队工作人员叶尔

达那·吉恩斯艾力说。

搭建涉旅纠纷调处“快车道”

　　今年以来，伊犁州直两级法院结合“枫桥

式人民法庭”创建，强化旅游巡回法庭建设，

积极探索司法服务“110”新模式，实行“7×24

不打烊”轮岗值班制度和“一分钟”接线机制、

“一刻钟”诉讼服务圈，打造司法服务“草原轻

骑兵”，为游客和当地牧民提供法律咨询、纠

纷调处、巡回审判等暖心服务，形成党委领

导、多元共治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格局。对案

情简单、争议不大的纠纷进行委托委派调解，

对达成一致的调解协议，启动“人民调解+司

法确认”机制予以司法确认，对调解无果案件

第一时间登记立案进入审判程序，推动涉旅

纠纷“发现快、受理快、处理快、兑现快”。

　　今年6月初，郑某一家人从外地到昭苏县

游玩，在昭苏县湿地公园景区观看天马浴河

表演时，一架“从天而降”的无人机不慎划伤

郑某面部，随后便飞走了，因现场无人机较

多，郑某也不能确定无人机的所有人，只能向

景区管理者寻求“说法”。接到投诉后，景区工

作人员立即将郑某送至医院治疗，并垫付医

疗费用，但事后肇事机主最终无法确定。

　　郑某认为无人机机主无法确认，景区管

理者未尽到管理义务，遂要求景区管理者承

担医疗费等费用共计两万元。景区管理人员

则认为该起意外事件造成的赔偿应由无人机

机主承担主要责任。

　　为快速妥善处理这起纠纷，6月11日，景

区负责人联系湿地公园景区旅游巡回审判点

法官古丽孜那提·阿布德哈尼和张美越寻求

帮助。

　　了解案情后，法官讲情理、说事理、论法

理，引导双方冷静思考，结合诉讼成本、诉讼

风险向双方逐一分析利弊。最终双方达成协

议，由昭苏县湿地公园景区向郑某赔偿2000

元。双方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

　　昭苏县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杨斌告诉

《法治日报》记者，今年以来，昭苏县法院在夏

特景区、湿地公园、天马文化园等景区设立法

官工作站，组建“3名法官+3名法官助理、书记

员+特邀调解员”的涉旅纠纷专业化解团队，

满足游客多元化司法服务需求，搭建涉旅纠

纷调处“快车道”。专业团队法官对涉旅矛盾

纠纷进行法律分析及诉前立案分流，特邀调

解员进行专业调解，法官和调解员在涉旅矛

盾纠纷萌芽阶段提前介入、就地解纷，让调解

工作更加顺畅、纠纷化解更高效、义务履行更

有保障。

探索创新“司法+旅游”模式

　　去年以来，伊犁州直两级法院结合伊犁

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域优势，创新工作方法、创

优司法服务品质，不断探索“司法+旅游”新

模式，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就近就地预防化解

矛盾纠纷功能，围绕“一庭一品牌、一室一特

色”，建立联席会议、风险评估、跟踪回访、信

息通报4项工作机制，推行骨干法官到村、社

区调委会担任指导员制度，强化对基层调解

组织的指导力度，搭建人民法庭与辖区行政

机关、人民调解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基层司

法所及企事业单位联系平台，对接基层治理

单位127家，在20个人民法庭因地制宜打造

“毡房调解室”“奶茶调解室”等特色调解室14

个，在国家4A级、5A级旅游景区设立旅游巡

回法庭14个。

　　各基层旅游巡回法庭开通涉旅纠纷“快

调、快立、快审、快结”“绿色通道”，建立涉旅

纠纷研判预警机制，向辖区旅游业经营主体

提出司法建议，帮助景区规范经营秩序、更新

经营理念、提升服务品质。公布24小时诉讼服

务热线，摆放便民服务卡，发放旅游风险提

示，将司法服务送到景区、草场、农牧民家中，

把巡回审判开到景区牧场，将庭审“直播”带

到田间地头，为群众开展普法宣传和法律咨

询，为游客、商户及农牧民提供现场调解、现

场立案、就地开庭、巡回审判、普法宣传等“线

上+线下”多元化、立体化、“一站式”诉讼服

务，为伊犁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注入法

治新动能。

　　“我们将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诉源治理‘前

哨’作用，进一步延伸司法职能，持续推动‘一

站式’建设向景区、牧区、农村延伸，以实质性

解决纠纷为目标，不断优化司法程序，持续扩

大多元化解纷渠道，推进乡村法治、德治、自

治深度融合，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和效果，以有

力度、讲速度、显温度的个性化司法服务，不

断回应群众司法新需求，为护航旅游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精准高效的司法保障。”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自治州分

院党组书记、副院长郝桂花表示。

站好“前哨岗” 源头解纠纷
伊犁州直两级法院为旅游业发展提供全方位司法服务

  为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连日来，江西省遂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民警走进社区、公园、圩镇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美丽乡村行”

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图为7月29日，民警向群众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肖遂冬 摄    

上接第一版 围绕提升窗口服务工作进行有

益探索，特别是2023年5月以来，广西壮族自

治区公安厅党委部署开展“创人民满意公安”

活动，强力推动治安、出入境、交警政务服务

“一窗通办”，精心培养“一岗多办、一警多能”

的“全科民警”，为群众打造“最短服务半径”，

提供最优公安政务服务。

“一窗通办”跑出服务加速度

　　“公安机关的审批职能多，但审批权分

散，各相关警种都有办事地点，过去群众办事

需要进对应的大厅，找不同的警种。”自治区

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郑佳春介绍说。

　　为破解群众在办理公安政务服务中进多

门、跑多窗、找多警的问题，广西各级公安机

关全力推进公安政务服务改革，由“一把手”

亲自研究部署推动“一窗通办”。

　　没有顶层设计，改革就无法整体推进。自

治区公安厅全面统筹融合治安、出入境、交警

高频业务，在城区（县城）建设治安、出入境、

交警政务服务“三合一”“一窗通办”大厅，实

现治安17项业务、出入境14项业务、交警37项

业务一机办理；在乡镇派出所建设户政、交警

政务服务“二合一”“一窗通办”服务点，实现

18项交警业务在派出所办理。

　　没有基层探索，改革就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在八桂大地，全警围绕公安政务服务改

革共同谋划、优化创新，各地成效遍地开花：

柳州市公安局在规定的户政、交管、出入境3项

业务上，创新增加治安审批许可和边境管理

区通行证办理等业务，形成独具柳州特色的

“五合一”窗口；桂林市公安局推出“综合警务

智能领证设备”，实现一台机器兼容多种证件

领取功能，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取证服务；

来宾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窗口便民设备获批

国家专利……

　　截至目前，广西14个市111个县级行政区

共开设治安、出入境、交警政务服务“三合一”

窗口349个，覆盖率达95.5%；“一窗通办”窗口

业务办理量达381.8万余件。

　　郑佳春说，如今，“一窗通办”服务已然成

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一把“金钥匙”，更是广西公安机关践

行“人民公安为人民”誓言的生动展现。

“一警多能”打造服务高质效

　　“一窗通办”重点是“办”，关键是“人”。郑

佳春介绍说，“一窗通办”对窗口民警的服务

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一警能否多能”成

为“一窗能否通办”的关键因素之一。

　　近日，在桂林市政务服务中心，遗失钱包

和证件的市民张女士前来补办身份证、驾驶

证和行驶证，在桂林市公安局“全科民警”秦

桂兴的协助下，张女士很快就完成补办。

　　“我从事公安窗口服务已有8年，以前主

要办理出入境业务，从去年11月开始学习跨

警种业务，通过多形式的学习，现在能够直接

为群众办理68项公安高频业务。”秦桂兴说。

　　在推进公安政务改革中，广西把培养“全

科民警”作为提升窗口服务的重要抓手，选拔

综合业务熟、专业素质高、沟通能力强的民

警，采用集中培训、岗位技能练兵、跟班作业、

以赛促训等形式，对窗口民警开展全方位培

训，推动窗口跨警种业务高效融合，实现窗口

民警从“专业专家”向“全科全能”升级蜕变。

　　记者了解到，广西公安机关目前已培养

393名“全科民警”，随着“全科民警”熟练掌握

3种业务，群众办理业务不再受警种分工和专

窗服务限制，能够实现进一窗、就近办，找一

人、办多事。开展“一窗通办”工作以来，广西

共释放窗口警力135名，用警效率不断提高，

“群众满意，民警轻松”目标进一步实现。

“窗口前移”送服务到家门口

　　7月12日，在柳州市公安局一“微警通”居

民群中，锦业锦城小区的孙先生发消息称自

己的居住证到期需要签证，但要照顾瘫痪在

床的爱人，不知道如何解决。了解情况后，既

是社区民警又是“全科民警”的中南派出所民

警韦柳静告知孙先生需要准备的材料，随后

上门收齐，并在签好居住证后送证上门，解决

了困扰孙先生的“烦心事”。

　　群众在线上提出需求，民警在线下跑腿

办理，是柳州市公安局将“一窗通办”与“全科

民警”服务触角进一步延伸的生动缩影。

　　群众怎么方便就怎么改进，服务怎么快

捷就怎么完善。柳州市公安局围绕“就近办”

目标，不断延伸“社会机构办”覆盖面，推动单

点服务向全域服务覆盖转变。在全市31家邮

政局（所）、58家企业、16家银行、3家医院、3所

学校、14个乡镇政府、29个社区和11个工业园

区实现多项高频“车驾管”业务办理，让群众

能够实现“家门口办”“就近办”。

　　与此同时，柳州市公安局整合“全科民

警”与便民服务流动车辆，创新将“流动车管

所”升级为“流动警务超市”，采取上门服务和

现场办公的方式，深入学校、医院、社区、企

业、工厂等，主动将日常工作繁忙的群众办理

户政、车管驾等业务，通过“一窗通办”服务送

到“家门口”。

　　“科技+”是新时代延伸公安政务服务触

角、提升服务质效的重要路径。针对各地警力

有限的现状，广西公安机关大力探索推广系

统集成，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再造流程，目前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上线的185个服务事

项已有99个实现全程网办。同时，将自助服务

终端作为网上办的有益补充，形成网办平台

线上办理、自助终端线下办理的全领域自助

办体系，让群众在自助机上能够直接办理治

安、出入境管理、交警等相关业务，推动“一窗

通办”服务向“打造24小时全时空、零距离服

务”目标迈进。

从分别找警种到只需找警察

上接第一版 群众工作能力强，极大提升

了社区警务效能，在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的

同时，重新激发了他们服务基层的活力和

热情。

　　贵冶社区由于居住人口密集、公共空间

狭小、配套设施陈旧等问题，矛盾纠纷日益凸

显。“一壶茶喝七杯，矛盾调处解民忧”，是翁

红华在社区警务室成立后创立推广的矛盾纠

纷调解新模式。

　　走进贵冶社区，记者看见一间温馨的

茶室 ，一套功夫茶具摆放在调解室的方

桌上。

　　“群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大

多数是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如果不认真对

待就可能逐步发酵 ，让小问题变成大冲

突。”翁红华说，为此，社区警务室联合社区

成立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推行“一壶茶”

调解法 ，在和颜悦色中化解矛盾纠纷4 0

余起。

　　翁红华始终把“亲民、爱民、为民”作为

不变的追求，采用“三常”（常走访、常慰问、

常关怀）工作法关心关爱辖区独居、孤寡、

空巢老人，在守护居民安宁的同时，畅通联

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用心用情当好群

众“贴心人”。

　　“翁红华最体贴了，我们有啥困难都喜欢

找他。”这是采访中记者从社区居民口中听到

的高频语句。

　　从警30余年来，翁红华先后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两次，曾获公安部监所管理局

缉枪治爆先进个人、“感动鹰潭”年度人物

等荣誉称号。

老民警主动下沉“入格”以老带新

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7 6 . 1 万人追加起诉3 . 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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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王鹤霖 王家梁 通讯

员李莎 近年来，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检察院

始终坚持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检察履

职办案全过程，探索形成“畅、辨、疏、解”四

步法，有效化解社会保障、教育等重点民生

领域矛盾纠纷，倾力回应群众期盼。

　　据了解，为畅通交办渠道、找准交办事项，

金沙县检察院优化“12309”检察服务中心，增

设互联网无人律所，畅通“信、访、网、电”渠道，

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以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大幅提升工作效能。针对信访工作

纷繁复杂，金沙县检察院坚持全面听取信访

人、原案承办人、被信访人各方意见，了解来龙

去脉，辨识信访人真实诉求意图及案件性质，

找准矛盾症结关键点。同时，金沙县人民检察

院常态化开展公开听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律师等参与，从不同角度以法化人、以理

服人，抽丝剥茧般为申诉人释法析理。

金沙检察“四步法”有效化解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