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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案说法举案说法

在“保平安·创和谐”雷霆行动中，新郑市
公安局的夜巡民警进门店宣传防范知识。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鲁沛莉 摄

在新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规则明
确将“检察机关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
同步录音录像”工作上升为法律要求后，新
郑市检察院积极对过去同步录音录像工作
进行深层剖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有效采取
五项措施，从思想、制度、保障等不同方面，
保障全面落实和进一步规范同步录音录像
工作，从而强力推进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深
入开展。

转变执法观念 深化思想认识

新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立案
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在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
时，应当对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通
过录音录像加强对办案人员讯问活动的监
督，促使办案人员转变执法观念、规范执法
行为，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合法办案的自觉
性；同时录音录像工作还及时固定犯罪嫌疑
人供述，防止其翻供或诬陷办案人员刑讯逼
供。”新郑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办案人

员和技术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到同步录音录
像工作的重要性，转变观念，认真做好这项
工作。”

制定工作细则 严格技术规范

该院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
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等制
定《新郑市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
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细则》，做到
了四个明确，即明确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流
程、明确同步录音录像起止时间、明确同步
录音录像内容要求、明确录制资料的使用
程序和要求。

实行岗前培训 提升工作质量

“我们都进行了岗前操作技能培训和岗
前技术规范理论知识培训。通过培训有效
提高了我们的责任意识和操作技能，提升了

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质量。”该院技术人员曹
甲一说。据了解，岗前培训制度规定操作人
员必须做到“一熟二会三严格”。“一熟”就是
熟练掌握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技术规范，做
到录制准确到位；“二会”就是会对录音录像
设备进行操作、检修，做到快速安装调试设
备，保障设备的正常使用；“三严格”就是严
格执行录审分离规定、严格落实三全原则、
严格进行监督，确保全面落实同步录音录像
工作。

定人定期维护 保障顺利进行

近年来，该院先后在办案区投资 30多
万元建设同步录音录像操作平台，并配置两
套便携式录音录像设备。同时该院对录音
录像设备实行定人定期维护制度，规定专人
进行检修维护，做到责任到人；每两天定时
开机，做到工作细化明确；与厂家建立日常
联系通道，做到及时上门检修；设备损坏维
修、更新程序，做到快速及时维修更新。

多种方式督查 确保全面落实

该院实行不定期督查、部门自查和互
相监督相结合的督查模式，严格做到“三
查一配合”，确保同步录音录像工作顺利
进行和进一步规范化管理。“三查”指技术
和自侦部门自查、技术和自侦部门相互监
督、检务部门督查，“一配合”是技术部门、
办案部门、检务督查部门协作配合。在讯
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中，技术
人员和办案人员要对照《工作细则》中要
求，检查自己是否做到；技术人员和办案人
员要相互监督，对方的行为不符合《工作细
则》要求的，要及时向对方提出整改意见；
检务督查部门要不定期对同步录音录像工
作进行实地督查或查看录音录像资料，发
现技术人员和办案人员行为不符合《工作
细则》要求的，及时向技术或办案部门发出
检务通报；检务部门、技术部门和办案部门
要相互配合，技术和办案部门对提出的整
改意见要真诚接受、认真整改。

新郑检察院

五项措施加强同步录音录像工作
本报记者 边艳 通讯员 杨丽

“说起来琐碎，听起来心烦，做起来麻
烦。”新郑市和庄镇穆庄村人民调解员高长
民说，干基层工作难，干调解工作更难。但
凡事总得有人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好，这就
是责任。

17年来，高长民以强烈的责任心、高度
的责任感，在调解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
量，守护着一方的和谐与稳定。用他自己的
话说：“责任心，是我们调解员做好工作的主
要动力。调解工作没有星期天，矛盾纠纷就
是命令，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就应该忘我地
投入到化解矛盾中去，只有具备了有案子在
手就茶饭不香的责任感，才能不负众望。”

据了解，该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位
于镇区最南边，与长葛市搭界。村里的矛盾
纠纷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用高长民自
己的话说这些事就是一个“法院管不了、部
门管不了”的“盲区”。因为这些事在法院、
派出所够不上走法律程序的立案标准，但不
解决又让党委、政府和群众闹心。但是这些
事最能考验调解员的政策法律水平、情感沟
通能力，还有至关重要的细心、耐心。

村里两兄弟在耕种父母田地上起了纠
纷，结果在地头上就打了起来，哥哥被打伤
住院，弟弟扬言就是坐牢也不道歉赔钱。高
长民知道后立马开始了“灭火”工作。

“你看看人家，‘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你们呢？因为种地这点小事‘窝里斗’，你们
还是不是亲兄弟！”高长民批评批评这个，
开导开导那个，最终，根据兄弟两个的家庭
情况，把地给了条件不好的弟弟耕种，老大
也不再因此而“耿耿于怀”了。

高长民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赞许，但又
有谁知道背后的心酸。农忙时节，自家的庄
稼顾不上打理，却泡在别人的田间地头；饭
碗刚端起来，听说出事了就得马上放下……
17年来，高长民自家的事他很少操心，时时
把“群众之事记心中”。家人看他整天东奔
西走，都劝他不要干了，他说：“我图个啥？

只要能为政府分忧，能为民解愁，值！”
“作为一名专业调解员，仅靠耍嘴皮子

显然是不行的。”高长民深知：要想把工作做
好得掌握业务知识和工作技巧，熟悉相关的
法律法规；此外要多和村民接触，增进感
情，只有和群众关系搞好了，打成一片了，调
解工作才能做好；只有多接触，多沟通，才能
随时掌握村民的心理状态，了解村民的需
求，才能掌握解决村民矛盾的主动权。

一个公司要在该村落户，需要占用村
里的土地，一向太平的村庄一下子“热闹起
来”。有的村民想多要点补偿款、有的村民
不愿意让出土地……一时间矛盾多了起
来，然而最终在高长民的妥当处置下，工程
顺利进行。高长民不但为老百姓争取到他
们应该得到的利益，也消除一些老百姓的
无理要求。

“基层调解工作虽然麻烦，可练就了我
的调解本领；基层调解工作虽然苦累，但让
我享受了调解成功后的兴奋与乐趣。”17年
来，他成功调解各类纠纷 1400多件。在谈
及今后的理想时，高长民说，如果可能，他愿
意在调解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楼上渗水楼下物品受损
该怎么赔偿

“叮零零……”家住新郑市某小区的刘某电话
声响了起来，从电话里了解完情况后刘先生急急忙
忙赶回家。推开门一看，屋内被水浸泡，天花板、墙
面有流水痕迹，且墙皮脱落，部分家具被泡，还有家
电等财物受损。刘某了解情况后得知，原来是楼上
高某家的水管破裂，积水下渗所致。刘某遂找高某
要求赔偿，但双方协商好几个月，仍未能就赔偿数
额达成一致，刘某很是无奈。

专家告知，高、刘两户住房上下相邻，高某的房
屋漏水下渗造成刘某的房屋部分受损，高某应对此
造成的损失进行合理赔偿。为什么不是全额赔
偿，刘先生很是不解。专家的一席话让刘先生明
白了，由于本案中他未能全部出示自己的受损情
况（即受损物品的原始票据），因此不能获得全额
赔付。可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应当重视原始证
据的保存、采集，如消费取票、合同留底等，以免日
后产生诉讼“有苦道不出”。

本报记者 陈扬高凯 整理

“李法官，真是太感谢您了，没想到咱们法庭在
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俺们的难题给解决了，真心
谢谢你们啦！”新郑市城关乡的花某和郭某拿着判
决书，拉着承办法官李晓丽的手激动地说。

今年10月份，新郑法院城关女子法庭开通案件
办理绿色通道，深入调查，优先受理，在短短10天审
结了这两起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案件，及时化解
矛盾纠纷，保护了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新郑法院在办理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
资案件时，迅速行动，采取“三突出三注重”工作法，
助推案件办理深入开展，切实维护了进城务工人员
的合法权益，为社会和谐稳定保驾护航。突出“快”，
注重效率。对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全部当
日立案，并于当日快速流转进入审判程序；诉讼程
序中，除案情复杂的，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执行
环节，给予优先执行，及时足额将执行款物发放到
工人手中。突出“便”，注重服务。坚持服务为先的
办案理念，立案环节采取预约立案、电话立案、上门
立案等便民服务措施，最大限度方便务工人员诉
讼。突出“调”，注重和谐。调动社会力量，充分运
用调解手段，促使双方尽快达成调解协议，促成案
件当庭予以履行。

本 报 讯（记 者
赵聪聪 高凯 通 讯
员 刘岩岩）随着城
市建设步伐的加快，
征地拆迁问题日益
突出，由此引发的矛
盾 纠 纷 也 多 了 起
来。新郑市司法局
积极发挥职能作用，
采取三大举措，积极
主动投身到拆迁一
线，通过公证监督、
法律服务、普法宣传
等措施，既保障了群
众利益，又推动了经
济社会发展。

在组织上参与
服务。该局成立由
普法宣传员、公证
员、律师、法律服务
工作者组成的拆迁
工作服务队，参与
全 市 重 点 拆 迁 工
程，积极参与拆迁
维稳工作，指导和
协助调解拆迁项目
的纠纷，保证了工程
的顺利施工。

在程序上把关
服务。司法局充分
发挥公证部门的职
能作用，为被拆迁居
民提供全方位的公
证法律服务。在办
理拆迁房屋的继承、
析产、委托、声明中
发挥公证职能作用，
为拆迁安置居民提
供完善的法律服务
和法律保障，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被拆迁人的
合法权益。

在法律上渗透服务。该局积极为参与
征地拆迁的工作人员搞好法律培训工作，让
他们从拆迁的意义、拆迁的法律法规、拆迁
的方式、如何规范拆迁行为以及征地补偿标
准等多方面进行系统学习，做到宣传思想到
位、法律程序到位，尽全力抓好征地拆迁工
作，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此外，新郑市司法局还注重加强拆迁工
作中的法制宣传工作，积极组织普法人员深
入拆迁现场，通过展牌、宣传材料和法律咨
询等多种形式，宣传法律知识，向拆迁居民
宣传拆迁相关的法律法规，解答与拆迁有关
的法律问题，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截至目
前，共开展拆迁法律宣传 32次，化解调处拆
迁过程中引发的矛盾纠纷47件，有效维护了
全市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和重大项目的持
续推进。

新郑法院

“快便调”高效
服务农民工

本报记者 边艳 高凯 通讯员 左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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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郑市八千乡
的刘大爷到新郑法院咨
询赡养立案的问题，立案
庭庭长刘明波看到刘大
爷手脚不方便，连忙将老
人请进屋里坐下，拉家常
式地给刘大爷耐心解释
有关立案问题，刘大爷十
分感动，说：“法官待我像
亲人，我相信法律会给我
一个公道。”

今年以来，新郑法院
深入开展“强化管理服务
年”活动，以当事人进了
法院的门就是法院的客，
作为“强化管理服务年”
活动一项重要理念来贯
彻，要求法官要行主客
之礼，待客之道，热情服
务，视群众为亲人，尊当
事人为宾客，让群众进
了法院的门切实感受到
司法关怀。

如何让人民群众到
法院就能感受法院司法
温情？该院通过“强化管
理服务年”活动，转变司
法作风，公开司法活动，
从让个座、倒杯茶做起。

前不久，梨河镇一位
62 岁的农民王大爷接到
该院诉调对接中心的电

话，因和邻居的宅基地问题发生纠纷需要去诉调
对接中心调解。“我们老百姓哪儿来过这法院呀，
东西南北我都分不清。门口的工作人员看到我，
问清情况后把我直接领到诉调对接中心，法官又
是给我让座，又是给我倒水，待我真的很热情。”
王大爷还告诉记者，在案件调解成功后走出去，可
谁知外面竟然下起了大雨，无法回家，承办法官看
到后二话不说拿了件衣服给他披上，还非要开车
把他送回家。

看到王大爷有些不习惯，承办法官忙说：“大
爷，雨下这么大，我不放心你一个老人家呀。再说
开车也快，一会儿就到了。”王大爷感动地说：“真没
想到这里的法官这么平易近人，这么热情。”

该院院长说：“服务群众其实简单，老百姓要的
不是口头上的服务，不是高喊的口号。他们对法院
满意不满意，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把他们的事当自己
的事办，有没有认真搞服务。”

目前，新郑法院开展的“强化管理服务年”活动
中，将“一张笑脸相迎，一句问候暖心，一把椅子请
坐，一杯清茶解渴，一心解决问题”等“五个一”贯彻
办案始终，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司法温情。

本报讯（记者 陈扬沈磊 通讯
员 高兵 文/图）11 月 20 日下午，
省高院、郑州市中院和新郑市法
院的法官及干警数十人，来到郑
州航空港区设立“维护农民工权
益法制宣传岗”，把法律知识送
到富士康员工公寓等务工人员
密集地区，受到大家热烈欢迎。

活动现场，三级法院通过悬
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
等方式进行宣传。富士康工会相
关负责人李华堂指出，此次活动
对员工来讲是个“福利”，增加了
大家自我维权、法律保护意识，对
工会来讲也是一次“机遇”，通过
参与和学习将更加专业，有助于
更好地为员工服务。

据悉，针对进城务工的实际
情况，省高院、郑州市中院和新
郑市法院及时安排法官在街道、
农村等进行法律宣传和法律服
务活动，并将《劳动法》、《合同
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有关法
律法规进行规整，印制成简单易
懂的《法律指南》宣传册，无偿发
放给务工人员。

当天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份，现场答疑 100 余人次，
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左图 法官为富士康员工答
疑解惑。

开展普法宣传
增强维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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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之事在心中
——记新郑市和庄镇穆庄村人民调解员高长民

本报记者 樊鹏飞 通讯员 任艳艳

调解员
风采

遇到紧急情况怎么求救？有困难怎么办？11月21日，
新郑滨河帝城幼儿园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该市110
便民服务中心，听值班警察讲解110的作用和使用方法。通
过儿歌顺口溜，小朋友们轻松记住了安全小知识，进一步提
高了安全意识。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鲁沛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