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解员风采调解员风采

法制快讯

T4 新郑·法制
ZHENGZHOU DAILY

近日，新郑市工商局市区工商所工作人员上门为商户年检营业执照，帮助

商户将营业执照粘贴在显眼位置。“上门年检”、“预约年检”，让商户足不出户

通过工商年检，提高了年检效率。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现如今，到新郑市法院代理过案件的
律师们有一个明显的感受，该院案件的准
备期限明显缩短，案件审执效率高了；以
前询问案件、借阅卷宗需要跑上几趟，现
在可以电脑查询，甚至打个电话就能了解
办案进度……这些成效的取得与该院大
力开展“创新郑法院品牌、塑新郑法官形
象”为主题的系列文化建设活动密不可
分。该活动为整体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
的精神支撑。

在外界听到很多关于新郑市法院“清
风茶社”的佳话,在这里喝茶有一套独特的

“茶道”工作法。该院院长和纪检书记经
常把各部门干警邀请到“清风茶社”，一壶
清香四溢的热茶，一番和风细雨的闲聊，
同志们的思想动态了解了，分歧消除了，
思路理清了，酝酿成熟的意见和建议提交

到党组会、院务会讨论后迅速转化为行之
有效的制度。

“距离近了，并不代表没有原则，张弛
有度的弹性往往更能赢得大家的尊重，领
导的亲和力自然会转化为全院上下的工作
动力。”刑庭庭长郭文凯深有体会。

“图书室、健身房、荣誉室等文化场所
齐全，为工作人员学习和开展文化活动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丰富的文体活动，培养
了法官良好高尚的生活情趣，激发了法官
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的热情。”该院相关负
责人说，“我们通过一系列法院文化氛围的
营造，不断提高个人综合素质，特别是廉洁
公正意识，这不仅是社会对法院法官越来
越高的要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
求和趋势。”

为打好文化建设基础，该院在各楼层

设立了“司法为民、廉政文化、法的由来、以
字释义、干警摄影展”等不同内容的文化走
廊。六个基层法庭各有一个文化主体，展
现基层法庭为人民司法的良好形象。

在该院，随处可见廉政文化的影子。
新建的廉政文化长廊，包括廉政正反典型、
廉政书法等十几个板块，内容丰富，布局严
谨，主题鲜明。每名干警写几句亲情寄语，
制作成匾牌，挂在办公室墙上最醒目的位
置。在立案大厅、会议室、审判庭，每名干
警桌上制作有“五个严禁”、“十条禁令”警
示教育牌，提醒干警经常进行对照警示。

该院为进一步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和
庭审水平，定期邀请专家学者来院讲课，每
月召开一期法官论坛，并经常开展院领导
开示范庭、业务观摩庭、巡回庭审评议等活
动，以规范司法行为。为造就一批专家型、

学者型法官，该院还开展岗位练兵和“一优
六能”、“书记员录入竞赛”等多种业务比
赛，形成了学业务、重业务的赶、学、比、超
的学习氛围。

“扎根基层，廉洁司法，公正为民，共创
新郑和谐美好的明天。”这是该院所有法官
恪守的格言。

该院一楼的公示墙上，张贴着 63 名法
官撰写的法官格言，一句句格言就像一面
面镜子，时时刻刻警醒法官们注意廉洁自
律。这些格言又与每位法官的实际工作紧
密结合，极大提高了法官们工作的积极
性。自此活动开展以来，新郑市法院文化
氛围愈加浓厚，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时下，在新郑市法院，良好的精神面
貌、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已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新郑市法院

抓好文化建设 提高审判质效
本报记者 边艳 高凯 通讯员 左世友

赵宝森是新郑市八千乡楼刘村调委会
主任。在旁人看来，调解是一份很费脑力
和体力的工作，可今年 62 岁的他却一点也
不显老，头发黝黑，笑容灿烂，“调解是我生
活的一部分，我很享受这份工作”。

自1986年复员回村，26年来，他扎根基
层，用真诚与热心坚守在调解战线上，跑腿
儿成了他每天必做的事，“勤跑腿才能跑出
情分”。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夫妻反目者破
镜重圆、婆媳不和者重归于好、邻里成仇者
握手言和、打架斗殴者化干戈为玉帛……

楼刘村下辖 2 个自然村，2500 多口人，
地域范围广、人口基数大，村情、民情相对
复杂，经常会有一些复杂的矛盾纠纷。对
一个调解员而言，随时面对着难题与考

验。但这种“险境”更加坚定了赵宝森干调
解事业的心。

今年初，该村村民和相邻县市村民发生
争执，造成两名轻伤、一名轻微伤。赵宝森了
解情况后，及时介入，这边安抚伤者及其家
属，那边规劝打人者认错赔偿。磨嘴、跑腿
儿，一遍不行两遍；一趟说不下，再来一趟，
最终在老赵的不懈努力下，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握手言和。

每每提及此事，八千乡司法所工作人
员总是交口称赞：“这么复杂的矛盾，在
宝森同志的调解下达到两地政府和群众
的满意，我们佩服呀！”

“调解员不应该等着矛盾来找你，而要
主动去找矛盾。”赵宝森说。自今年五月份

实行网格化管理长效机制以来，他分包了
三个三级网格，每天通过日排查方式，主动
解决各种纠纷隐患，及时把遇到的各种矛
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村里两个孩子在玩耍时打起了架，虽
然伤不重，但家属不让孩子出院，索要高额
赔偿，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赵宝森听说后，
买上水果、带上慰问品，主动找他们做起了
工作。最终，在他的感化下，事情得到了圆
满的解决。

为了多学些法律知识，赵宝森专门订
了一份法制报，每天翻一遍。他说，自己肚
子里有东西，说起话来腰板才直。家庭和
睦也是他干调解工作的坚强后盾，并且更
有说服力。“你自己把家过好了，才有资格

说别人，不是吗？”
赵宝森是党和老百姓之间的“连心

桥”。当一起起纠纷得到化解，当一张张仇
怨的脸绽露笑容，当一句句感谢不绝于耳，
赵宝森的心情五味杂陈，既有调解成功带
来的喜悦，也有调解工作任重而道远的那
份沉甸甸的责任。

“人民调解不是一季庄稼，而是一种坚
持，它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事业。”这是赵宝
森对调解工作的理解。二十多年来，赵宝森
就像建筑工人手中的“泥抹子”，带着对人
民调解工作的满腔热情，有“坑”的地方把
它抹平，有“疙瘩”的地方把它砍掉。邻里和
睦、社会和谐需要更多像老赵这样勤快的

“和事佬”。

勤快的“和事佬”
——记新郑市八千乡楼刘村人民调解员赵宝森

本报记者 陈扬 实习生 韩江华 通讯员 王艳玲

“谢谢你，不但给俺要回了半
年的赡养费，还给俺找回了亲
情！”新郑市梨河镇的高天亮老人
拉着该镇网格员王彬的手说。

年过七旬的高天亮早年丧
偶，三个儿子都已成家，他一个人
过，每个儿子每月给 200 元生活
费。从今年3月，三个儿子以经济
紧张为由不再支付赡养费。高天
亮没有办法，只好找到王彬。王
彬了解情况后立即叫来他的三个
儿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做工
作。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就与他的
三个儿子达成口头协议，一天内
将拖欠了半年的赡养费还上。

今年以来，新郑市法院以网
格化管理为抓手，努力打造“十分
钟法律服务圈”，基本建成了市、
乡、村三级网格化法律服务网，以
法院协调为龙头，以法庭业务指
导为主体，以村网格员服务调解

为平台的法律服务网络。
如今，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农

村赡养、交通事故、劳动服务等矛
盾纠纷较为突出。新郑市法院积极
与辖区党委、政府对接，充分利用
网格管理的优势，建成了市、乡、村
三级网格管理员法律服务圈，每个
行政村都有一名网格法律服务员，
开展“一条龙”式法律服务。

“我们网格员经常进行法律
培训，通过培训我们的法律素质
大大提高。我们还协助辖区法
庭送法律文书，参与辖区案件调
解，让当事人享受零距离、全天
候、低成本、便捷式、高效率的司
法服务。”王彬说，“法院还向辖
区群众发放印有辖区法庭法官
和我们网格员电话的‘网格便民
服务卡’，群众只要拨打卡上的
联系电话，我们随时上门‘法律
服务’。”

今年以来，新郑市检察院坚
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的原则，
按照高标准定位、全方位管理、最
大化利用的步骤，建设以网络为
基础、需求为主导、业务为主线、
应用为核心、安全为保障、资源
为中心的检察信息化综合体系，
不断推进信息化建设，走科技强
检之路，使该院步入“数字检察”
时代。

新郑市检察院把信息化建设
作为实现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战略
思路抓好落实好。自技侦大楼落
成后，乘借上级院局域网、专线
网、互联网“三网开通”的东风，该
院坚持以“科技强检”为主题，全
新定位、全面覆盖、全力投入，专
门成立了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由检察长全权负责，其他党组成
员积极参与，技术科、计财科具体
实施，统一部署协调推进信息化
建设。

“我们院内外网同时施工、同
时建设、完全隔离，实现两条网络
高速公路畅通。”该院相关负责人

说，“我们还在网络内部安装腾讯
通、飞秋等软件，使每位干警无线
联通，使无纸化办公更进一步。”
同时，该院投资数万元建设视频
电话会议室、购置先进的 LED 大
屏幕电子屏、开通电子阅览室。
先进的管理查询系统不仅使检察
工作因信息化而简单方便，也和
检务公开、阳光检察联动，方便外
界监督。

信息化建设要硬软件结合，
既要高标准定位、高水平建设，又
要高效率利用。该院制定《新郑
市人民检察院计算机及相关设备
管理制度》、《新郑市人民检察院
保密工作制度（试行）》等制度使
信息化建设更加规范化；要求 50
岁以下干警必须通过计算机等级
考试，熟练相关设施软件的使用；
定时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信息处
理、保密工作知识培训。

科技更新换代加快，信息化
建设工作需要不断更新。新郑市
检察院不断加强内外上下的学习交
流，更好地促进信息化不断发展。

谨防驾照骗局
张先生常年在外地打工，一直没有时间学车考驾

照。一天，他无意间看到马路旁边的墙上贴有“不考试
便能拿到驾照”的广告，就抱着侥幸的心理拨打了上面
的电话，接电话的“包过驾校”工作人员告诉他，交钱
后，不用考试，3 个月就能拿到驾照。张先生心想，这
倒是挺不错的，正适合他这种图省事儿的人。

张先生电话联系后来到该“包过驾校”咨询。在
“驾校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下，张先生交了 2900 元
“包过费”。

钱交了，张先生就等着拿驾照了。没想到，这一等就
是两年。等待的时间内，张先生多次打电话给“包过驾
校”，咨询自己的驾照何时能办下来。可是，驾校每次都以
种种原因推脱并说“不要太着急，你耐心等消息”。

忍无可忍的张先生给驾校下最后通牒，要么给驾
照，要么退费。驾校听他这么说，以后便不再接他的电
话。张先生费尽周折找到两年前接他驾照费用的工作
人员，以报警相威胁，才把他当初交的“包过费”要回。

不考试真的能拿到驾照吗？据新郑市公安交警支
队驾管所民警介绍，目前该市共有合法驾校 20 余家，
这些驾校均在市公安交警部门有备案。驾管所的民警
告诫大家：打着“办证”、“考证”、“转证”等幌子招揽生
源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些人想走捷径拿到驾
照，这些非法的驾校正是瞄准了他们的这种心理，投其
所好，打出“只要交钱就可以拿到驾照”的虚假广告。
可是，你真的交了钱，可能只能拿到一本假证。还有的
人交了钱后，连驾校的影儿都找不着了。

民警提醒准备学开车的市民，一定要到手续完备
的驾校学习。报名学开车时一定要查询驾校的经营许
可证，并查验教练员的证件。通过考试拿驾照才是正
途，我国法规中有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人必
须符合法定条件，申领人的法定条件包括年龄、视力、
辨色力、听力和肢体等多个方面。想领取驾驶证，必须
通过相关部门组织的考试考核。若驾校打着“不考试
就能拿驾照”的承诺明显是不可信的。

边艳 崔璐 整理

社区矫正人性化
高墙之外塑新生

本报记者 陈扬高凯 通讯员 陶艳芳

近日，家住新郑市辛店镇的王某主动来到辛店司
法所，向工作人员汇报近一段时间的思想情况。在该
所大厅里，王某拉着帮教人员邵国勋的手说：“感谢党
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感谢你们对我的教育和帮
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做一
个对党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邵国勋告诉记者，王某因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和本
村村民张某发生了纠纷，在双方厮打中导致对方重伤，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缓刑两年。这样的意
外给王某的心灵和家庭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自新郑市司法局网格化“双团队双服务”工作启动
以来，特殊群体帮教服务小分队便把王某列为重点帮
教对象，加强对其生活细节的跟踪帮教，掌握其思想动
态。通过沟通交流，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逐渐帮助
他走出思想误区，重新树立自信。同时，王某通过参加
该局举办的技能培训，掌握了一门电焊手艺，如今每个
月也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使其倍感党和政府的温暖。

这只是新郑市司法系统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个
缩影。近期，新郑市司法局服务网格化工作已经全面
铺开，监管、帮扶好刑释解教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维护
好新郑社会稳定成为该局服务网格化的一项重要工
作。谈到今后，辛店司法所的负责人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今后还要不断创新载体，组建特殊群体帮教服务
小分队，加强对特殊群体的监管、教育和帮助。”

一校一法官打造
校 园 安 全 港 湾

本报讯（记者 陈扬）11 月 13 日，新郑市法院刑庭
庭长到新郑一中给师生上了一堂法制课。

今年来，由新郑市法院牵头，在全市中、小学校开
设校园安全讲座、发放校园安全倡议书，有针对性地提出
加强校园安全防护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开展巡回审判进
校园、布置典型案例展板等一系列活动，帮助学校排查安
全隐患，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共同撑起校园安全保护伞。

“法律在我心中”
演讲比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扬 实习生 韩江华）近日，新郑市
举行“法律在我心中”中小学生法律知识演讲比赛。

此次演讲比赛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极大地
激发了学生们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增强了中小学生的
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了中小学生运用法律保护
自身权益的能力，在全市营造了“学法、懂法、用法、守
法”的良好氛围。

打非治违“回头看”
再鼓干劲保生产
本报讯（记者 边艳 实习生 韩江华）近日，新郑市

开展打非治违“回头看”行动，严查企业自查自纠是否
到位，非法违法行为是否得到有效遏制，确保打击到
位、整治彻底、不留后患。

此次行动以深挖深查、补漏补缺、严厉打击为主，
对正在整改的单位和安全隐患，进行跟踪督办，对已关
闭或采取强制措施的企业，加强监控，确保不反弹。同
时对可能事故多发的重点行业、重点地区，进行重点执
法并组织联合执法，坚决遏制事故，进一步严厉查处各
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网 格 化 管 理 打 造
“一条龙”式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 边艳

新郑市检察院

推进信息化建设
走科技强检之路

本报记者 边艳 高凯 通讯员 王冰山 钱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