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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郑市公安消防大队消防员深入到新郑中小学校，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各种
场合逃生自救常识，起到“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宣传效果。

本报记者 刘栓阳 通讯员 胡建平 摄

“同志，你能不能帮我在案件信息库里查个信息？这是我的案
件号。”新郑市城关乡王大爷来到新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大厅向导
诉员寻求帮助，导诉员通过办公查询系统，不出三分钟就帮王大爷
查到了需要的信息。这是发生在新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大厅的一
幕情景。导诉员热情的服务以及现代信息化的硬件建设，让每一位
来此办事的人民群众在感受温暖的同时，体会到了法院工作的高效
和便捷。

近年来，新郑法院把信息化建设作为实现公正司法、为民司法、
阳光司法的基础工程来抓，着力在基础设施、深化应用、资源整合、
安全保障四个方面实现新的发展，科学谋划、强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为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服务司法公开提供了有力的技术
支撑。

2001年，该院率先在全省建成法院内部局域网，目前，共更新配
备8台高端服务器，布置各类信息点1000个，建立监控点160个。近
年来该院不断购置完善信息化软、硬件设备，提高办公自动化水平，
2014年至2015年，共改建和新建13个科技法庭。该院打造的包含审
判业务、行政办公、安防监控、执行指挥、科技法庭五大板块15个子系
统的综合办公平台，实现了“四联三通一同步”。“四联”即通过该平台
联接上级法院和兄弟法院、联接各法庭、联接各审判庭、联接各显示
屏；“三通”即通过该平台实现法院干警语音、视频、文字直接沟通；

“一同步”即实现法院干警通过办公平台同步完成所有的工作。
2013年该院建设完成的诉讼服务中心，设有诉讼引导、法律咨询、

诉讼辅导、立案登记、信访接待、诉前调解、判后答疑等多项诉讼服务职
能。在大厅设置了排队叫号机、诉讼服务中心柜台等现代化导诉设施，
服务涉诉群众。依托公共信息查询系统，安装了法院综合信息展示屏、
案件信息查询屏、诉讼风险告知屏、失信人名单公示屏等，用更加完善
的信息化手段为社会公众提供现代化的司法诉讼服务。

新郑法院
推进信息化建设 助力司法公开

本报记者 陈扬 李伟彬 通讯员 王利高昭 文/图

普法接地气
百姓更欢迎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高凯 通讯员 李新伟）今年以来，新郑
市司法局法治宣传活动紧紧围绕贴近群众、服务基层的原则，
举办了形式多样的送法进乡村、下基层活动，受到了基层群众
的广泛好评。

利用春节、农村庙会、麦收农忙时节大量务工人员返乡的
时机进行法治宣传。组织由法律援助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
员组成的“送法下乡”服务小分队，在市区广场、乡镇集市、车站
等人员集中地、重点行政村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将《法律援助条
例》《劳动合同法》《物权法》《信访条例》《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
规编成宣传资料，通过法制宣传栏向群众进行宣传。

开展贴近农村村民、社区居民实际的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组织各司法所开展法律宣传咨询活动，紧密结合群众身
边的案例进行以案释法，重点开展《道路交通法》《婚姻法》《土
地法》《人民调解法》等与农村工作、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
法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

利用暑假有利时机，组织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对留守儿童
的返乡家长进行普法宣传。重点宣传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子女监护、不良行为干预、假期安全教育等方面
的法律法规知识，指导家长督促学生学法、懂法、守法，提升青
少年明辨是非、保护自身安全的法律意识。

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力度。充分发动“法律明白
人”、人民调解员等贴近群众的优势，深入村组、社区开展矛盾
纠纷大排查活动，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进行分类疏导调解，
结合实际进行普法宣传，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教育、早调
处，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影响稳定的隐患，确保
社会稳定。

无怨无悔检察路
本报记者 陈扬 通讯员 杨丽

杨宝芹于 2001年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到新郑市
检察院工作，先后在公诉、监所、案管、反渎职侵权部门历练，从
一般干警到反渎职侵权局侦查二科科长。多年来，累积丰富侦
办经验的她主办和参与办理渎职犯罪案件11件29人，所办案件
全部拿到有罪判决，涉案金额达 1000余万元，为国家挽回经济
损失300余万元。

任劳任怨 只为守护百姓平安

食品安全关乎民生民利，一旦监管部门不作为或棉花糖一
样的作为，就会放纵了无良商家，损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这是检察院重点工作之一，也是反渎职侵权局的重点工作。
2014年，新郑市人民检察院重拳出击，查办了一起涉及“地沟油”
的特大渎职案，对某部门7名相关工作人员立案侦查，该案的主
办人便是杨宝芹。

该案进入侦查环节后，因原案涉案公司的人员多数被判处徒
刑在外地服刑，或者杳无音讯，为查实某部门相关监管人员的渎职
行为，杨宝芹将刚入小学的女儿交给年迈的母亲照顾，便带领科室
人员踏上了漫长的取证之路。为掌握扎实的证据，她和同事们冒
着酷暑先后3次南下江西、浙江，到宁海县公安局、检察院调取原案
卷宗，复印相关书证，同时借调涉案公司的账务账册及凭证以备鉴
定之需；北上大连、烟台、哈尔滨等地询问相关证人，足迹遍及5省8
市，行途近万公里。有时为了从入住宾馆到达办公单位，在烈日下
等出租车要半小时之多，她胳膊、脖子多处被晒伤却毫无怨言。

凭着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她从犯罪嫌疑人外网邮箱中获取
了涉案某部门案发两年的职责分工及工作人员管辖范围等书
证，终于将案件事实全部查清，破解了犯罪嫌疑人互相推诿，供
词多次反复，企图将案件置于糊涂境地以逃避处罚的难题，案件
侦结后，卷宗材料装订了整整7本。

“只要能找到证据，累点儿、苦点儿，我不怕！”案件侦结后，杨宝
芹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的这种不放弃的韧劲和不怕苦的精神深深
地打动着同事的心，同事们都开玩笑地喊她拼命三郎、女汉子。

深挖细查 达到质效并重

在办理上述案件时，杨宝芹放宽思路，不就案办案，而是将涉
案公司的项目审批、税费交纳、土地利用等问题纳入办案视野。
从浙江省宁海县公安局借调回涉案公司的账册凭证后，她不顾路
途劳顿，与科室人员刘惠强同志加班加点，用一整天的时间将近
50本账册凭证逐页查看，从中发现了该公司向李某行贿2万元的
线索。针对李某的职务及分管工作，她又带领科室人员将涉案公
司所交税费的种类及交税情况进行了梳理与对照，得出了行贿行
为与该公司未交土地使用税之间必有因果关系的结论。考虑到
李某社会关系复杂，为防止泄密给案件带来阻力，向领导汇报后，
当天便将李某通知到案。在铁的证据面前，李某不得不如实供述
了自己为徇私利没有催缴该公司土地使用税，给国家造成40余万
元经济损失的犯罪事实。最终李某被新郑市人民法院以徇私舞
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愧对家庭 只为肩头的责任

作为一名女性，相对来说，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与义
务，但作为一名自侦部门的女检察干警，牺牲节假日及平时加班
加点的工作特点，就失去了太多本应陪伴孩子的时光。

2014年的一天，杨宝芹的爱人打电话说女儿生病了，发烧咳
嗽，但其所侦办的一个案件因为涉案人员多，取证工作量大，需要
连续加班。早上，她让爱人带孩子到医院取了点儿药，叮嘱让孩
子按时吃药，在女儿的哭声中心酸地离家上班。晚上回来后，女
儿一直喊牙疼，她用手电筒看了看女儿的牙龈，发现牙龈已经成
了紫色，还有片状脓包。见状，杨宝芹急忙带孩子到医院做各项
检查，医生称是细菌感染并且已经转成肺炎，需要住院治疗。看
着因咳嗽而脸色通红的女儿，她流下了愧疚的泪水，女儿却懂事
地说：“妈，我没事，但是你要能找个不加班的工作就好了，这样就
能多陪陪我了……”

第二天一早，看着因疼痛和咳嗽折腾了半夜才睡不多久的
孩子，杨宝芹噙着眼泪咬牙出门上班，把孩子托付给孩子的姥姥
照看。只因为，她不想因为自己拖累整个案件的办理，让侵害人
民利益的渎职人员哪怕多逍遥法外一刻。

但每次提起家庭，想起女儿对她说的话，想起每次加班至深夜
母亲在电话里担心的话语，杨宝芹都黯然神伤。每当这个时候，她
都会为自己打气，内心深处浮现出“无怨无悔”四个字，因为她知道
老人和丈夫会理解和支持她的，女儿长大后会以她为傲的。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在新
郑市城关乡胡庄村，却有这么一
位专门操心邻里纠纷、亲属矛盾
的“热心人”，村里群众如果遇到
什么难处，都乐意找他帮忙解决，
家中的大事小情也愿意跟他说道
说道，他就是胡庄村党支部书记、
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杜留治。在
调解员这个“不起眼”的岗位上，
杜留治凭借着一张“和事嘴”、一
颗“豆腐心”，将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一干就是20多年，经他调解处
置的各类矛盾纠纷，已经无法用
具体数字衡量。

今年 55 岁的杜留治，上过高
中，属于村里的“文化人”，凭着高
度的责任感，他在 20多岁的时候
就在村里为村民服务。如今，一
晃 30年过去了，他也从村一般干
部变成了村党支部书记，但唯一
不变的是，他仍然胸怀一颗为民
服务的心。

虽然胡庄村紧邻镇区，南水
北调工程征地、新型社区改造等

“难题”一堆，但村里却很少有人
上访，因为他把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的矛盾纠纷都及时有效地化解
了。“祖祖辈辈都住在这样的房子
里，俺不稀罕啥楼房，不管了，谁
说俺也不搬！”在新型社区建设
中，有些人因为“安土重迁”的思
想存在，不愿意搬迁。杜留治就
领着村干部、调解员挨家挨户做
工作：“你们现在虽然住得宽敞，
但是有的家里潮不拉几的，有的
蚊蝇满天飞，等住进社区，又干净
又敞亮，从社区到县城的大桥也
修通了，出行十分方便，再不征
迁，好房子就让别人选走了。”虽
然仍有部分村民不理解，但杜留
治知道，要想推进这个村庄往更
和谐的方向发展，自己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

人民调解“官”虽轻，但岗位

却十分重要，调解着并不简单的
“家长里短”，他每天都会接到群
众的电话，有的是家庭婚姻、子
女赡养问题，有的是邻里纠纷，
甚至包括一些与调解不相干的生
活琐事。

城关乡司法所所长宰会凤告
诉记者，杜留治帮群众化解矛盾，
他的工作受到了全乡干部群众的
一致肯定。去年，胡庄村换届选
举，全村 67个党员投票选举村支
书，杜留治得到的 66票就是对他
最大的肯定。

“你已经当上了村支书，还干
啥调解工作呢？”一些人对此不理
解，而杜留治却回答得斩钉截铁：

“我已经习惯了做调解，能让老百
姓不花钱、不伤和气就解决问题，
为啥不一直做下去？再说无论是
村支书，还是调解员，都是为群众
服务的，我就是俺村百姓的‘勤务
兵’！”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 通讯员 陈瑜洁）为进一步督促危化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近日，新郑市安监局组织举行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来自全市各乡镇安全
办及 60余家危化品生产经营企业、烟花爆竹企业等 200余名主
要负责人、安全员、特种作业人员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围绕安全生产新形势、2014年发生的重大事故、危
化品安全管理等方面，讲解了危害品安全管理、危化品的处置程
序、家庭防火用火如何自救等相关知识。通过培训使安全管理
人员进一步明确了在生产经营中的主体责任和具体工作，强化
了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为企业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提升危化企业
安全生产意识

兄弟姐妹本是四人，为私分父母遗留的财产，兄弟俩一商
量，弄出一份假证明，另外两人“被除名”，到公证处办理继承
权公证。及时发现疑点的公证员认真调查核实，保障了两姊
妹的继承权。7月28日，记者从新郑市公证处获悉了一起继承
权公证办理背后的曲折。

当天一大早，当事人刘家兄弟两人来到新郑市公证处。
他们说，父亲及爷爷奶奶去世多年，前不久母亲也撒手人寰，
留下一处房产和8万元存折。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他们两人一
道带来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母亲的结婚证、房
产证及各自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等材料，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

公证员在了解了当事人的诉求后，告知了继承权公证的
法律意义和后果，两位申请人均承诺如实陈述被继承人的亲
属关系，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可信。然而，公证员受理后，在
调查核实中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原来，经调查核实，刘家其
实总共有四个子女，除了来办理公证业务的两兄弟，另外还有
两个女儿已经远嫁他方。

询问得知，两兄弟认为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就不能
再分爹娘的财产了，但又不想再跟两个姊妹多说房产和钱的
事情，为多分一份财产，在材料上做了手脚，故意隐瞒了另外
两个女儿的存在。对于刘家两兄弟的做法，公证员给予了教
育批评，告诉他们根据《继承法》规定，子女都有继承父母遗产
的权力，除非他们放弃这种权利。

经过公证员的批评教育后，兄弟两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当即联系两姊妹，跟两姊妹说明情况后，两姊妹明确表示放弃
继承父母的遗产，并答应尽快赶回协助办理公证相关事宜。

近年来，新郑法院以信息化建设为手段，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加强了档案室的软件、硬件建设，提
高了档案管理效率，建立了档案管理数字化体系，实现了档案电子化和智能化。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对档案
进行归档整理。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 通讯员 高慧丽）近日，新郑市辛
店镇联合郑州市消防支队宣讲团举办消防安全培训，就如何做
好消防安全工作，火灾发生时如何报警、如何逃生以及消防器材
的正确使用和维护等做了详细讲解分析。该镇各三级网格长，
各中小学、幼儿园、敬老院、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等90余人参加
了此次培训。

除了加强培训，该镇还将抽调人员成立综合督查组，采取回
头检查、交叉检查相结合和“四不两直”的督查检查方式对辖区
消防安全工作开展督促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
现场依法提出处理意见；不能立即整改的，要提出防范措施，制
定应急预案；严重危及安全的，要立即责令停产整改；对非法生
产经营建设行为和经整顿仍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
位，要坚决关闭取缔。

着力加强全镇
消防安全工作

咱村的“和事嘴”“豆腐心”
——记新郑市城关乡胡庄村人民调解员杜留治

本报记者 边艳 通讯员 王军现 刘玺

调解员风采调解员风采

瞒着姊妹占遗产
这俩兄弟不厚道

本报记者 沈磊 通讯员 张路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