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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陈  嫣
　　
　　“我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同意调解员的
意见。”近日，在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综治中
心，一起因婚恋产生纠纷的当事人张某心
中的怨气不仅消除了，而且对自己的过激
行为进行了反思。
　　这是浚县全力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
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法治日报》记者从浚县县委政法委了
解到，浚县综治中心不断提升矛盾纠纷预
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
范化水平，让老百姓遇到问题有地方“找个
说法”，真正实现说事“只进一门”、矛盾化
解“只跑一地”。自县综治中心运行以来，全
县信访总量、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大幅下
降，群众可触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持续增强。
　　如今，在浚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县检
察服务中心、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县信访
接待中心以及县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服务中
心、县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全部入驻县综治
中心的基础上，行业部门和群团调解组织
也集中进驻，实现矛盾纠纷“一窗受理、一
网通办、一站办结”，让群众“带着矛盾纠纷
来，带着顺心和气走”。
　　在实践中，浚县强化综治中心资源整
合，完善诉讼、检察、法律、信访及首席专
家、社会心理服务对接机制，汇聚治理合
力，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社会治安
风险防控水平。县综治中心承担上下贯
通、指挥协调的职责，不断优化基层治理

网格，实行“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铁脚板”模式，推动全
县1279名基层网格员切实履行信息采集、矛盾调解、风险排查
等职责，形成“组织建设在网格、问题解决在网格、群众满意在
网格”的高效治理模式。
　　与此同时，浚县综治中心积极打造矛盾纠纷闭环化解模
式，建立“1+8”工作机制，“1”即设置无差别受理窗口，实行“一
站式”受理，“8”即首问负责、兜底受理、分流转办、协调办理、跟
踪督办、群众评价、办结归档、闭环处置等八大运行机制，实现
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闭环处理、全流程管理”。在矛盾纠纷
实质化解方面，县综治中心注重发挥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作用，
选聘36名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建立“首席坐诊”制度，开设首席
法律咨询专家窗口，采用“轮值”的方式，面对面为群众提供法
律服务，全力助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并注重发挥心理咨询师
团队作用，将心理疏导作为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一支重要
力量。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感谢监狱开通的‘生命救援通道’，我
终于实现了捐髓救母的心愿，我一定好好改
造，早日和家人团聚回报社会……”4月8日，
刚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手术室出来的
罪犯陈某很激动，他紧握着在手术室外守候
的监狱民警的手久久不肯放开。
　　“这是一场从江西到海南，从监狱到病
房，跨越高墙的千里救助，既牵动着罪犯家
属的心弦，也凝结着琼赣两地监狱的心血，托
起了母子两人新生的希望。”海南省三江监狱
党委书记、监狱长罗运舟告诉《法治日报》记
者，近年来，三江监狱在海南省司法厅和省
监狱管理局党委的领导下，坚持“惩罚与改

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工作方针，充分
发挥教育改造的作用，彰显监狱人文关怀与
执法温度，推进平安监狱、法治监狱、文明监
狱建设，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保驾护航。

一个电话求助

　　“救救我老婆，她等不起了！”3月3日上
午，海南省12345政务服务热线接到一通带着
哭腔的求助电话。
　　电话中，来自江西省抚州市的52岁的陈
永某用颤抖的声音讲述着：妻子曾丽某今年
2月初经骨穿刺确诊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症，需要骨髓移植，由于两个女儿体弱，正在
三江监狱服刑的儿子陈某是家里唯一的希
望，主治医生反复强调“骨髓移植窗口期”所

剩不多了。
　　“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收到
12345政务服务热线转来的求助件后，要求我
们立即进行核实。”罗运舟说，三江监狱马上
与陈永某及其妻子所住医院联系，证实情况
属实。
　　3月7日，经陈永某申请，南昌大学二附
院委托医疗机构来到三江监狱，抽取陈某血
液进行配型。一周后，该机构出具的报告显
示，陈某与母亲属于较为理想的配型结果。
　　得知这一结果后，罗运舟陷入沉思：一方
面，曾丽某的病情非常严重，救助刻不容缓，陈
某得知后也是心急如焚；另一方面，陈某尚处
于服刑期间，跨省调犯的监管风险较大。
　　为此，罗运舟和监狱政委王忠商议，组

织三江监狱狱政管理科、二监区等相关部门
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
　　“经过商议，大家提出三个方案：一是把
曾丽某转到海南救治，二是根据捐髓需要两
地来回押解，三是与当地监狱联动实现一
次跨地押解。”罗运舟说，考虑到前两个方
案的风险系数较高，大家一致同意第三个
方案并于3月18日上报省监狱管理局（省戒
毒管理局）。
　　“生命大于天，要救人为先！”省监狱管
理局（省戒毒管理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启
动跨省医疗押解预案，并向司法部监狱管理
局请示汇报。3月21日，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批
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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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陈  明 朱克勇
　　
　　当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
喀什市，“有难题，找综治中心”已成为群众
的共识。
　　今年以来，喀什市深耕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通过整合资源、创新
机制、暖心服务，将综治中心打造成为矛盾
化解的“终点站”、服务群众的“暖心港”，书
写着基层治理的温暖篇章。
　　喀什市以打造“1厅+4区+N个功能室”
的综合性服务场所为抓手，高标准推进综
治中心建设。
　　在这里，矛盾纠纷调解、信访接待、公
共法律服务等8个窗口一字排开，法律援助
室、心理咨询室、妇女儿童维权室等功能室一
应俱全。司法所、派出所、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信访办等各支力量在此汇聚，真正实现了“一
站式受理、一揽子解决、全链条服务”，让群众
告别了以往办事多头跑、重复跑的困境，切实
做到“群众少跑腿，问题快解决”。
　　自4月29日喀什市西公园街道综治中
心实体化运行以来，一个个矛盾纠纷在这
里被成功化解，一件件民生难题在这里得
到解决。该街道综治中心已受理矛盾纠纷
12件，成功调处11件；受理的22件民生事
项，已有19项顺利办结，成为群众信赖的问
题解决平台。
　　喀什市综治中心同样发挥着重要作
用，不断收获群众的点赞好评。
　　某托运公司员工克某在搬运货物时，
不幸被掉落货品砸伤颈部及背部。克某要
求公司承担医疗、误工等费用，公司却以其操作不当为由，拒绝全
额赔偿。多次协商无果后，双方来到喀什市综治中心。
　　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迅速介入，一方面，向托运公司负责人详细
讲解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其应承担的工伤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耐
心安抚克某情绪，协助核算各项损失。面对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
调解员灵活运用“背靠背”与“面对面”调解策略，经过数小时的不
懈努力，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托运公司一次性支付1.55万元赔
偿款，克某也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喀什市综治中心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
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喀什市综治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构建“多方联动、协
同共治”的工作模式，对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不
断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路径，提升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为
群众营造更加和谐、美好、幸福的生活环境，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
“第一道防线”。

□ 本报记者 张昊
　　
　　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守护未来：
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护航成长（1978-2024年）》

（以下简称《守护未来》），介绍人民法院未成
年人审判工作走过的不平凡历程。
　　《守护未来》提及，截至2024年底，全国
法院共有少年法庭2700余个，其中实现综合
审判少年法庭930余个，独立建制少年审判
机构610余个。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从事未成
年人审判员额法官9100余人，法官助理6000
余人。截至目前，北京、河北、吉林、上海等
十家高级人民法院已经成立未成年人审判
专门机构。
　　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组
织保障，积极探索、推动审判机构专门化、队
伍专业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持
续深化少年法庭改革创新，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工作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大力推动审判机构建设

　　1984年10月，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上海市
长宁区人民法院成立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的合议庭，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与普通
刑事案件分离，采用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
的方式进行审理，更为注重犯罪原因的调查
和教育疏导。
　　长宁区法院的这一改革，标志着新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少年法庭的诞生。
　　1988年5月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议”，即第一次全国法
院少年法庭工作会议上得到充分肯定和推
广。到1992年6月，全国少年法庭达2763个，实
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
　　……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专门机构的实践，极
大促进了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发展，一些行
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为民事、行政审判工作所

借鉴，有的上升为法律规定。”《守护未来》回
顾了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机构、队伍建设历程。
　　未成年人综合审判改革于2005年拉开序
幕。2006年8月，最高法启动未成年人案件综
合审判庭试点工作，确定了15个省（区、市）的
17家中级法院作为试点单位。后报经中央政
法委同意，试点范围扩大至49家。少年法庭受
案范围扩大到民事和行政案件。
　　2023年5月，经研究，最高法党组决定设
立最高法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作为专项工
作机制依托民一庭运行开展工作，统筹承担
原来分别由研究室、刑一庭、民一庭承担的相
关职能，负责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审
判工作的监督指导。
　　2023年，全国大法官研讨班提出，未成年
人审判工作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
则，融合协同发挥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和公
益诉讼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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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里的特殊亲情帮教
琼赣两地监狱“跨省羁押”救助罪犯病危母亲

□ 本报记者   周孝清
□ 本报通讯员 刘午庚
　　
　　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2024年以来，江西创新建立省领导挂点
联系指导县（市、区）法治建设制度，通过以点
带面、示范引领，着力解决县域法治建设难点
堵点，提升法治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作用。

健全工作机制

　　“建立省领导挂点联系指导县（市、区）法
治建设制度，是我省推进县域法治建设的创
新举措。要进一步细化推进举措、加强统筹协
调，不断提升挂点联系指导工作实效。”3月18
日，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依法治省办
主任罗小云在2025年省委依法治省办组成人

员全体会议上表示。
　　据了解，江西组建“1+4”挂点联系指导小
组，即由1名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省领导
挂点，1个委员会成员单位、1所法学院校、1家法
律服务机构、1名省法律顾问团成员，共同组成1
个指导小组，联系指导1个县（市、区）法治建设
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14个指导小组，分
别联系指导14个县（市、区）的法治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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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领导挂点联系指导县域法治建设
江西创新机制着力破解县域法治建设难点堵点

人民法院持续深化少年法庭改革创新

融合履职推进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实现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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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民警创新校园交通安全教育形式，通过趣味互动让学生们以“小交警”角色学习交通安全知
识。图为民警和学生们进行交通安全互动活动。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张帅 摄  

□ 林楠特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从阻断“开盒”
信息传播、完善预警机制、加大惩治力度等多个
维度明确工作要求，督促各地网信部门、各网站
平台进一步强化“开盒”问题整治工作。
　　当前，“开盒”这种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
公开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已成为网络空间

的一大“毒瘤”。有的“开盒”者把曝光他人隐
私当作释放压力或取乐的手段，有的把“开
盒”视为牟利工具，提供专门“服务”，甚至借
此煽动网暴、收割流量。此前媒体披露，提供
手机号码，支付1600元可查他人住址，花费万
元就能获取五年内的全部信息，足见“开盒”
乱象背后暗藏灰色利益链。“开盒”不仅侵犯
公民隐私权，还极易催生网络暴力，滋生敲诈
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致使网络空间戾气丛
生，严重污染网络生态。
　　清除“毒瘤”，刻不容缓。事实上，有关部

门已通过清理违规信息、关停涉事账号、处罚
责任平台、打击违法犯罪、公布典型案例等一
系列举措，推动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但由于网
络传播快、散布广，“开盒”乱象呈现出成本低、
产业化、链条长的特点，唯有保持“零容忍”态
度，多措并举进行全方位打击，方能正本清源。
在此过程中，全力阻断传播渠道是关键，而作
为信息流通枢纽的平台更是责无旁贷。
　　我国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对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有关义务作出了明确规
定。此次通知强调，将进一步督促网站平台深
入清理各类违法信息。对平台而言，必须摒弃
唯流量思维，落实主体责任，既要果断关闭或
解散那些组织煽动“开盒”、提供“开盒”服务
的账号、群组，        下转第二版

让“开盒”的黑手无所遁形

法治时评

　　新华社香港5月30日电 记者刘欢 王昕怡 国际调解院公
约签署仪式30日在香港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出席并致辞。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85个国家和近20个国际
组织的高级别代表约400人出席。33个国家现场签署公约，成为创
始成员国。
　　王毅表示，3年前，中国同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倡议建立国
际调解院。国际调解院作为国际法治领域的创新之举，在国际
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调解院的成立践行了《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将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是为完善全球治
理提供的重要法治公共产品。蕴含着和合共生的文明智慧，有
助于超越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促进国际争议的友好解决。彰
显了兼容并蓄的法治文明，尊重当事方意愿，发挥更灵活、更经
济、更便捷、更高效的优势，与诉讼、仲裁等现有国际争端解决
机制相互补充，协同增效。中方期待各签署国尽快批准公约，欢
迎更多国家加入。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津巴布韦外交和国际贸易部
长穆尔维拉、尼加拉瓜律政总署署长莫拉莱斯、塞尔维亚司法
部长武伊奇、瑞士外长卡西斯、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分别致
辞，高度肯定调解院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赞赏中国积极发
挥大国作用。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欢迎全球首个专门致力
于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落户香港。香港将全力支持调解院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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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5月30日讯 记者董凡超 在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检察
院和中央社会工作部5月30日上午以“携手
关爱，共护未来”为主题，联合举办第48次检
察开放日活动。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
勇，中社部部长吴汉圣出席活动，为参加开
放日活动的学生代表赠送法治图书，并致以
节日的祝福。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
察长童建明致欢迎辞并发布在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中加强社会工作服务典型案例，党组
成员、副检察长宫鸣参加活动。
　　童建明在致辞时指出，检察机关作为国
家法律监督机关和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
实施的司法机关，检察履职贯穿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全过程，在未成年人保护中肩负

重要责任。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贯
彻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坚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
忍”，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做实
“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强化未
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加强未成年人
“四大检察”综合履职，携手推动“六大保
护”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守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检察机关将
深入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深化
与未成年人保护有关部门的务实合作，共同
做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未成年人是祖国的
未来、民族的希望。希望同学们自觉养成法
治意识、提升法治能力，争做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小模范”。

　　全国人大代表张锦岚、刘宏艳、尚海红，
全国政协委员彭静，专家学者宋英辉、席小
华应邀参加活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
共青团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公安
部、民政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等有关部门同志，以及来自北京景山学校、
北京市第四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
学、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60余名师生代表
共同参加活动。
　　在开放日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及师生
代表一同观看了由检察官、司法社工自编
自导自演的未成年人法治情景剧《向阳
而生》。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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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中社部联合举办“携手关爱，共护未来”主题开放日活动
应勇吴汉圣出席活动赠送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