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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新郑市郭店工商所执法人员为辖区蔬菜大棚种植户讲解涉农政策、法规。开春以来，新郑市
工商系统广泛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春季干部下基层活动，进村入户为农民提供涉农政策、法规，养殖、
种植技能培训及市场信息咨询等，并第一时间处理涉农投诉。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近日，新郑市质监局对全市炒货食品生产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未发现企业滥用食品添加剂和使用非食品物
质的情况。对部分生产企业的生产环境不规范等问题，该局执法人员责令其在规定时限内按要求整改到位。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孟寒琼 摄

在新郑法院的大厅里，王喜伟十分感
动地说：“多谢诉调中心的调解员，让俺这
么快拿到了赔偿款。”

在本案件中，牛某雇佣的司机高某驾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王喜伟房屋
损失十万元，经交警认定，高某承担事故的
全部责任，但双方几经协商无果。诉调对
接中心的调解员接到案件后，认真分析，很
快找到该案的症结，在河南省保监会驻新
郑法院调解室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多次到
原被告家中登门调解，耐心做工作，最终达
成双方满意。

实现诉调对接不仅是法院化解纠纷的

需要，也是法院参与社会管理的需要。新
郑法院从社情民意出发，从院内附设人民
调解室、组建社区法官队伍到巡回审判，建
立由社区法官、专职调解员、司法所和基层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干部以及拥有3名审
判人员和 2名书记员的诉调对接中心，充
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各方联动优势，以诉调中心为依托，形成

“群防共治”化解纠纷的集体防线，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最大限度地方便
群众诉讼。

该院诉调对接运作由窗口调解模式深
化为立体网络调解。诉调对接中心有一个

诉调对接大厅、两个调解室，与调解相匹配
导诉、诉讼服务、法律援助、判后释明等服
务窗口三个；同时，该院积极争取市委、市
政府的支持，与行业调解相沟通，实现诉调
对接中心与行业调解的对口衔接；邀请团
市委、妇联、劳动行政部门、医疗管理部门、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人民调解组织及河南
省保监会等加盟诉调中心。该院还进一步
突出诉调中心的归口管理，实现诉调中心
与全市乡镇人民调解的衔接，将社区法官、
巡回审判在中心内整合，并向街镇延伸，完
善以司法资源下沉模式为特色的“一个诉
调对接中心、六个巡回审判法庭”的立体网

格状诉调对接机制。
明晰组织架构，全面发挥“一站式”服

务功能，对当事人诉至中心的纠纷进行诉
前引导分流、对口诉前调解、审查确认调解
协议以及对调解不成案件纳入诉讼管理。
充分发挥行业调解的作用，对于交通事故、
医疗事故、劳动争议等纠纷相对集中的行
业，由院内专业合议庭做出针对性的指导
工作，充分发挥行业调解的作用。

同时，该院围绕社情民意，打造“十分
钟法律服务圈”，切实发挥诉调中心亲民、
便捷、高效和在诉前、诉中、诉后相衔接的

“一揽子解决纠纷”的优势。

近日，新郑市薛店镇当事人
高某来到新郑市法院薛店法庭
找法官上交诉讼材料，法庭无
人，但却看到门前的小黑板上写
着：下乡巡回开庭，10 点钟回
来，来人请稍候或拨打手机。高
某心想这会儿又没啥事，就在法
庭外等一会儿吧，不到10点钟，
法官果然回庭。高某高兴地对前
来办事的群众说：“法庭想群众所
想，群众就不会跑冤枉路了。”

新郑法院深入开展“改进司
法作风教育”活动，从细微之处
抓起，从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
尽最大努力让群众“少跑一次
路、少等一分钟、少费一份心、少
误一份工”，在提高群众满意度
上下功夫、求实效。据了解，该
院的六个基层法庭门前都挂起

了小黑板，推行了“法官出门留
言”制度，如果法官办案、办事需
要外出或开会，必须在小黑板上
留言，内容包括：到哪去、何时
回、联系电话。这样，当事人了
解了法官的去处，减少当事人的
诉累，当事人也可以在上面留
言，提出个人意见，小黑板架起
了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为确保制度落实到位，该院进行
不定期督查，督查结果列入岗位
责任考核。

通过小黑板，有效保证了法
官与当事人的联络，避免了法官
与当事人两头找的局面，拉近了
人民群众与法官的距离，提高了
办案效率，又节约了社会资源，
降低了当事人诉讼成本，得到了
群众的一致好评。

一则“刷信用卡、解燃眉之急”的小
广告引起了检察干警的注意，随后干警
们先后两次乔装，深入套现窝点调查取
证，最终让这起涉案金额高达千万元的
信用卡套现案件水落石出。

新郑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干警王振
刚、马小会在办理案件途中，一辆电动三
轮车上的“刷信用卡、解燃眉之急”的广
告引起了二人的警觉，凭借多年的办案
经验和职业敏感，二人猜测这背后可能
与信用卡套现的虚构交易有关。于是二
人留了个心眼，记下了联系方式。

回到单位，二人立即将情况上报，经
过科室研究，决定由科室进行先期调查，
掌握证据后，再向公安机关提出建议查
办此案。一场充满智慧和勇气的战役悄
然打响……

当干警王振刚以客户名义按联系电
话拨了过去，对方很警惕地说只做熟人
生意，就匆匆挂了电话。对方反侦查能
力之强，让王振刚始料未及。随后王振
刚又连续三次拨通了对方电话，语气一
次比一次急切，尽可能让对方以为自己
确实急需用钱。终于，对方放松警惕，让
王振刚前往该市某水果批发市场内的一
个房间接头。

当只身一人的王振刚走进接头房间
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十多平方米的
小屋内，两张桌子上摆满了POS机。王
振刚暗自一数，整整十台！七八个人正
围着一台拉卡拉机操作转账。王振刚这
下可以确定：这些人是以虚拟交易方式使
用POS机刷卡，向信用卡持有人直接支付
现金，每次刷卡金额都高达几十万元。

探清虚实后，王振刚以信用卡由爱
人保管、改天再来为由离开。几天后，王

振刚和马小会以夫妻为名再次前往刷卡窝点，而这次马小
会身上带了一个用于录像取证的微型摄像机。进屋后，两
人相互配合，王振刚负责和对方商谈刷卡事宜，转移对方注
意力。马小会则开启摄像机，对屋内情况进行录像取证。
得到证据后，二人以手续费过高为由再次离开现场。

随后，侦查监督科向该市公安局提出建议，建议公安机
关以此作为犯罪线索初查。随后新郑市公安局对此案件进行
立案侦查，并将犯罪嫌疑人赵某、丁某、彭某三人刑事拘留。

至此，该案件水落石出：经侦查，2012年8月份以来，犯
罪嫌疑人赵某、丁某、彭某先后使用POS机进行虚构交易，
收取 0.5％~0.8％的手续费后直接向信用卡持有人支付现
金，涉案交易金额高达千万元。

此案的办理，对现今社会上存在相当数量的使用POS
机刷信用卡套现的行为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维护了金融
管理秩序，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2013年被
评为河南省侦查监督十大精品案件。

维权送“法宝”
服务农民工

本报讯（记者 陈杨 高凯 通讯员 王军现）“不签劳动合
同有啥严重后果？”“因公受伤如何索赔？”在新郑市汽车站
门口，新郑市司法局的法律援助律师正在耐心地为前来咨
询的农民工释法解疑。

来自新郑市八千乡的小刘拿着司法局赠送的农民工维
权法律知识小手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有了司法局给咱
的维权手册、法律援助联系卡，就像有了维权‘法宝’，遇到
劳动纠纷时，再也不犯愁了。”小刘和同村另外几人一起，高
兴地踏上了外出创业的旅程，因为身揣“法宝”，他们显得格
外信心十足。

春节、元宵节过后，一些农民工朋友纷纷外出务工。新
郑市司法局趁此时机迅速开展农民工维权宣传活动。组织
法律援助律师、普法宣传员、公证员在车站、广场等人群聚
集区域开展外出农民工维权宣传系列活动。同时，法律援
助中心降低法律援助门槛，积极为农民工涉及讨薪等案件
进行维权。

据统计，整个活动期间赠送农民工维权法律知识手册、
法律援助扑克牌等2700余本（副），解答农民工法律咨询700
余人次。活动受到了群众及外出务工人员的一致好评。

以善为灯，以理为田，行在
路上。他，一个默默无闻的行
者，一个兢兢业业的奉献者。他
叫刘全忠，是新郑市梨河镇高新
庄村的一名村民组长，也是一名
人民调解员。自 2013年接触民
调工作的那天开始，他便用自己
的行动践行着“志做群众满意的
贴心人”的誓言，在平凡中书写
着伟大。

“作为一名基层人民调解
员，面对的多数是邻里间的小纠
纷，因此调解工作更要依法、依
情、依理，劝人良言暖三冬。老
百姓往往需要的是和谐相处，而
不是‘我赢了、你输了’的结局。
我在调解过程中，能切身感受
到他们的酸甜苦辣。当纠纷调
解成功时，我也开心。”刘全忠
说道。

村里有两户人家因为一棵
长在水渠边的小树苗产生了纠
纷，双方互不相让。得知这个消
息的刘全忠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控制态势，问清缘由。原来一方
浇地时因为水渠边的一棵小树
苗阻碍，将树苗拔掉，另一方发
现后说这是自己家的树，于是向
浇地那家索要赔偿。但浇地那
家人说自己家玉米苗被其毁坏，
两家地块相邻，肯定是对方做
的，也要求赔偿。就这样双方闹
得不可开交。刘全忠仔细查看
现场，开始了调解。

“你看，这棵树苗在水渠那
儿长着，更何况还是野生的，咋
能说是自己家的树苗？你这要
求没道理啊！”刘全忠这边安抚
一方情绪，那边开始用事实讲话

“数落”起另外一方：“你说自己
家的玉米苗被毁，你看看地里面
的脚印，这是人为的？显然全部
都是动物脚印，难道你家这么多

人分辨不出来吗？”就这样，三言
两语，双方在刘全忠的调解下低
下了头，互相道歉，达成和解。

“其实，一个民调员，除了有
一颗热情的心，一心一意为群众
服务外，还要有一双敏锐的眼
睛，善于发现问题，找准问题关
键点所在。调解时抓住双方心
理，要公平、公正，这样才能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刘全忠的寥寥
数语，却将民事调解的精髓高度
概括。

村里有位老人膝下有六个
孩子，在旁人看来现在本应是享
福的时候，可是却因为赡养问
题，家里矛盾不断。刘全忠得知
情况后，对老人的儿女们一一做
工作，并让他们达成调解协议。
现在老人家里是一团和气。

在一些抚养和赡养纠纷中，
因为调解协议的履行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所以刘全忠就经常走
街串户进行回访，对没有全面履
行协议的，督促其履行。正是靠
着这颗时刻为老百姓着想的心，
刘全忠收获了大家的信任。

“相比较村干部的工作，现
在的人民调解员工作更有挑战
性和成就感。”刘全忠感慨，“村
干部的工作，更多的是靠威信，
而人民调解工作，一要讲情，二
要说理，三要普法，‘情、理、法’
三样一个都不能丢。”

现在的刘全忠，最喜欢的
书籍是法律书籍，最爱看的电
视节目是法律类节目。“从中
我不仅学到了法律知识，还学
会了很多民事调解技巧。”刘
全忠说，“我要在这个工作岗
位上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
作到老’，为社会的稳定、乡村
的和谐、邻里的和睦贡献全部
力量！”

早上 8点 10分，在新郑市检察院大门东
侧，一个挂着“检务接待中心”牌子的办公大
厅吸引了记者的视线，透明化的办公环境，窗
口式的内部陈设，还有整面墙上悬挂的滚动
播放着案件信息的LED屏，给人眼前一亮的
感觉。

由于还不到上班时间，记者便和工作人
员攀谈了起来。“你们检务接待中心都负责接
待什么？”“检察院的一切对外业务都在这儿
办理，案件移送、信访举报、律师阅卷、案件查
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等等，反正涉及对外业
务的部门都在这儿设有窗口。”控申窗口的值
班人员老李热情地介绍。都说现在的机关单
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接待中心建在
大门口，不需要进门就能办事，可见这是一种
主动服务的态度。

8点 30分，检务接待中心开始“热闹”起
来。前来办事的有移送案卷的公安干警、阅
卷的律师、办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企业
代表，还有来反映问题、咨询案件的群众。
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快速办理着业务。其
中最忙的一个，要数综合咨询窗口的小
王。综合咨询窗口设在接待中心进门的地
方，前来办事的群众一进门总会先到小王

这里问问情况，小王总是热情地招呼，仔细
问明来意。她时而耐心解答着群众咨询的
问题，反复释法说理；时而起身到案件触摸
查询平台帮群众查询了解案件情况；时而
又帮助当事人家属联系案件承办人……真
是忙得不亦乐乎。

中午 11 点 30 分左右，接待中心来了
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小王起身便招呼：

“孙大爷，您来了，到里边说吧。”看来是
个“老熟人”。小王招呼孙大爷进了控申接
待室，控申窗口值班的老李也跟着走了进
来。孙大爷的这个案件不属于检察机关管
辖，但是老人家对检察机关的管辖范围不
清楚。小王和老李不厌其烦地说明情况，
摆事实、讲道理，站在老人家的角度为他
想办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眨眼工夫
到中午 12 点了，小王又专门去机关餐厅
给孙大爷端来热饭，等他吃完又扶着送上
公交车。

“我是去年年底通过统一招考进入检
察院的，在公诉科工作。院里安排我们新
进人员和 35 岁以下干警轮流到接待中心
综合咨询窗口值班，为的是让我们接触群
众、了解群众，在办案中更多地考虑群众，
总之这是我们上岗前的必修课。”听了小
王的一番话，不由让记者想到了“司法为
民”四个字。是的，“司法为民”是一种理
念、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相信只要不
懈的追求，真诚的付出，一定会换来群众
的满意和信任。

服务群众是上岗必修课
本报记者 边艳 高凯 通讯员 杨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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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信用卡套现实质上是变相利用了信用卡的融资功
能，“商户”变成了逃避监管的地下融资平台，不仅扰乱
了信用卡的正常个人消费金融秩序，还扰乱了整个国
家金融秩序；另外，信用卡套现易引发发卡银行坏账风
险和相关社会问题；同时，套现商户除提供套现服务
外，还为伪卡冒用、洗钱等犯罪提供变现捷径。因此，
必须对信用卡套现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出台司法解释规定，使用POS机以虚构交易、虚开
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
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小黑板架起
群众连心桥

本报记者 边艳 通讯员 左世友

倾心守护乡村和谐
——记新郑市梨河镇高新庄村人民调解员刘全忠

本报记者 樊鹏飞 通讯员 董朋朋

工作人员在案件触摸查询平台前帮群众做查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