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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庭助推阳光审判

10月30日，新郑市城关乡王某到新郑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查询其三年前的判决书。
在诉讼服务中心，他将自己的名字、身份证
号输入到触摸查询系统，不到一分钟就查询
到自己的判决书，既快捷又方便。

如今，当事人对诉讼服务的快速、及时、
高效的要求更高，新郑法院适应当前形势，
大力推进科技法庭，与执行指挥中心、安防
监控系统、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全联通”工
程，构建了覆盖审判执行、法院管理和便民
利民的网络，提升审判速度。

该院的科技法庭利用摄像头、同步刻
录机、电子背景屏幕等设施，对庭审全程进
行同步录音录像。在庭审中自动进行视
频、音频、多媒体证据等信息资源的实时采
集与存储，完整记录庭审各阶段音、视频数
据，实时保存庭审笔录，并同步刻录备份庭
审全程音、视频信息，方便法官随案附卷，
让每次庭审有声、有影、有文、有盘、有档
案，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庭审过程的动态、
实时、有形监督，进一步规范了法官庭审行
为，强化庭审档案信息，增强了司法行为的
公开性与透明度，大大满足了辖区群众对
庭审的公正、公开、透明、高效的要求，充分
展现和提升了人民法院公平、公正和公开

的良好司法形象。
截至目前，该院按照高清技术标准，已

建成 13 个科技法庭，在科技法庭审理案件
6985件，排期开庭率达100%。

远程视频让最高院与群众面对面

新郑市孙某 1997 年因犯职务侵占罪被
新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满释放后，
孙某到处喊冤上访。

近日，新郑法院及时与最高法院视频接
访平台进行预约登记，通过最高法院开通远
程视频接访系统，并通知孙某，让其与最高
法院信访人员进行面对面信访，表达诉求。

“您好，我是最高人民法院接访人，你有
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我交流。”最高法院接
访人员通过屏幕对孙某进行了接访。

孙某通过最高法院网站的申诉信访平
台上传了有关材料，并向最高法院陈述了申
诉的理由，最高法院信访人员经过询问和讲
解，明确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通过远程视频设备，孙某在新郑法院就
能与最高法院领导直接表达诉求，整个视频
接访过程通畅，画面清晰，音质效果良好，既
让孙某免遭奔波之苦，又让他合理表达了诉
求，孙某对最高法院这次特殊接访十分满
意。据悉，该案是该院今年来第八起约请最

高法院远程视频接访的案件。
近年来，新郑法院利用办公信息化，通

过使用远程视频接访系统，从材料接收，约
访到安排接访，从当事人身份信息到接访
笔录的远程签单，都使用了专门的系统和
设备，使视频接访通过信息化传递变得更
轻松。

该院针对当事人关注较多、反映较多的
诉讼“痛点”，大力拓展服务内容。强化资讯
发布，在各类平台公开重要工作部署近千余
条，公开各类裁判文书 11638 份，直播庭审
867件，案件信息、执行信息公开率达100%。

OA系统公正高效又便民

如今，新郑法院法官只要在电脑前轻轻
点击一下鼠标，敲一下键盘，立案、送达、开
庭等审判信息都出现在电脑审判信息系统
的页面上，院领导、庭长能够根据权限迅速
查询有关案件审理情况，并根据有关情况做
出批示和处理，有效提高审判的质效。

“目前，我们用上了OA系统，不但提高
了工作效率，也有利司法公正。”该院刑庭庭
长郭文凯说，“过去，承办法官制作一纸裁判
文书要把一些必要流程走完，往往要在审判
庭与打印室和办公室来回跑，很不方便，也
浪费时间。”

该院审判管办主任张连中介绍了网上
办案系统：“现在运用网上办案系统，从立案
到归档等各个环节的信息同步录入和监控，
让承办法官对其审理的案件情况一清二楚，
实时掌握案件审判信息，审管办同时也能对
案件同步跟踪，解决了以前法官办案管理和
监督的缺位问题。”

据了解，该院还构建集案件流程查询、
老赖曝光、网络拍卖于一体的执行信息公开
平台，主动把执行工作动态信息向当事人反
馈、向社会公开。群众看得到法院的执行工
作，对法院就更加信任，信访数量也有所减
少。上半年，该院涉执信访案件同比下降
30%。

该院从今年 9 月使用 OA 系统后， 以
综合管理平台为“中转站”，集成科技法庭、
数字审委会、执行指挥中心、安防监控的数
据，按需进行推送，实现内部软硬件的互联
互通，迅速完成系统开发、数字认证信息
化，全面使用文印一体机等工作，裁判文书
上网制作、审签率 100%。 同时，加强对外
推进信息网络与相关部门的联通，借助网
格化平台，与工商、税务、公安、国土等部门
共享数据 600 多条，实现数据对外交互。
今年 8 月，最高法院确定新郑法院为“信息
化联系工作点”。

“李金芬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总能息事
宁人，俺们有啥想不开的都找她……”提起
新郑市薛店镇观沟村的人民调解员李金
芬，村民对她是交口称赞。因为不管你是
夫妻破镜、兄弟生隙、还是父子反目，李金
芬都能用真诚、热心以及一张巧嘴通过“话
疗”祛除他们之间的纠纷。如今，有事找金
芬“顺理成章”地成了村民们的处事习惯。

观沟村是一个移民新村，这里住着从
南阳市淅川县搬迁过来的 213户移民，原
来大家分散地住在各个自然村，并无什么
大的矛盾纠纷，来到新郑，集中住在了一
起，纠纷以“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居多。李
金芬在老家的时候就是妇女主任，经常给
老百姓办事，移民过程中，李金芬就没少做
老少爷们的思想工作。自 2010 年来到新
郑后，就被市司法局选聘为人民调解员，至
今已有 5年光景，虽说经常面对的大都是
些邻里纠纷、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可李金芬
干起来却信心满满。

村里有人要上访，一户村民要把另一
户告了。原来，因为地边纠纷，一户村民在
自家土地上搞养殖，房子盖得离旁边另一
户太近，影响了人家庄稼的收种，养殖户认
为房子没有过界，自己没错，邻居却要他们

把房子拆掉，矛盾确实不小。李金芬了解
到情况后，就带着尺子，拉着两家人来到地
头，经过测量，房子盖得确实太靠边。通过
面对面、背靠背地交流，发现原来之前本来
是小矛盾，邻居数落养殖户房子盖得太近，
影响自家庄稼，养殖户却矢口否认，才导致
矛盾激化。李金芬就用所学到的《物权法》
的知识给养殖户上了一课，同时又替养殖
户给邻居道歉。就这样，在两家之间不断
奔波，终于，两家又成了好邻居。

俗话说：管闲事落麻烦，耽误工夫赔盘
缠。李金芬原来在附近工厂上班，但是纠
纷一发生，就需要尽快介入，孰轻孰重，李
金芬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辞去了稳定的
工作，找了一份相对闲一点的工作，把腾出
来的时间用在给村民办事上。但是，当有
别人问及此事的时候，李金芬却说要在家
多照顾家里的老人。

有个赡养纠纷，如果完全按照法律程
序，老人完全可以打赢官司，可李金芬却没
有这样简单处理，她想的是如果真的对簿
公堂，一家人的亲情该受到多大伤害？李
金芬就召集村民在老人家里调解，通过这
种方式，既解决了问题，又挽回了亲情，因
为农村人讲面子，只有把道理、情理相融，

才能从根子上起作用。
谈起干人民调解工作的感受，李金芬

更是感触颇深。村里边的纠纷净是些陈芝
麻烂谷子的小事，可做起来挺棘手的，调好
了两全其美，调不好两头受气。但是李金
芬却坚持一个原则，不管是调解过程中，还
是最后圆满结局，她都不吃当事人请的饭、
不喝当事人递的水，更不拿当事人送的礼，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样才能站
在公道的立场上去化解纠纷。

李金芬今年虽然已经61岁了，但是她
却一点不认为自己年龄大，身体越跑越好，
脑子越用越灵活，学习新的法律知识也不
是太难的事。生活中的李金芬爱跳广场
舞，经常领着村里的一帮妇女们“扭腰甩
胯”。不管是当妇女主任、人民调解员还是
领着大伙跳舞，都需要靠说来跟人打交道，
她从来都不觉得烦，她用自己的一张巧嘴

“话疗”祛纠纷，自己的幸福生活用嘴“说”
了出来。

提起李金芬，新郑市司法局薛店司法
所所长陈建宏十分肯定：“李金芬说和了邻
里关系，说消了村民怨气，说亮了楼栋的路
灯，说得政府和村民‘两头甜’。村民由怨
气变为一团和气，带来的是一片生气。”

新郑国税：

“三杯茶”提醒制度
敲响廉政警钟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高凯 通讯员 孙广军 王颖）“虽然
只是一杯茶（绿茶），却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今
后的工作中，将切实转化角色意识，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
作，时时刻刻树立廉政意识！”近日，参加新郑市国税局廉
政谈话会的新入职人员接受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廉政警示
教育。

“廉政谈话会，请喝一杯茶，这只是我们开展廉政
教育的一个缩影。”新郑市国税局纪检组长介绍。近年
来，该局在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同时，把党风
廉政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和风险防控作为工
作重点，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同时，该局监察室将
日常工作与相关制度紧密结合，制定了富有新郑国税
特色的廉政“三杯茶”提醒制度，提醒内容包括税务机
关依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行使税收执法权
和行政管理权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廉洁自律各项规章制
度，以及涉及自身行为规范廉洁自律规定的各方面的
工作制度等。同时以履行纪检监察机关在党风廉政建
设中的监督责任为重点，坚持标本兼治，预防为主，防
止不廉洁行为演化为违法违纪行为，促进税务干部职
工廉洁从政，为推动新郑国税事业科学发展提供政治
和纪律保障。

把好“方向盘”，念好“紧箍咒”。新郑市国税局将廉
政“三杯茶”提醒制度贯穿落实到新进公务人员上岗、干
部选拔和为群众解疑难办实事的关键环节，使“三杯茶”
制度得到深化和推广。一杯茶（绿茶）：对新进人员、新提
拔人员开展理想信念、职业道德、党风党纪、廉洁从政等
方面廉政教育，邀请喝绿茶，寓意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
净净做事。二杯茶（红茶）：对在履行廉洁自律规定方面
存在风险隐患，或在履行工作职责中可能出现不廉洁行
为的重点岗位和人员，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严格要
求、关心爱护的原则，请喝红茶，告知其应该注意的事项
和问题，提醒规范行为，避免不廉洁问题发生，起到警示
作用。三杯茶（黑茶）：对有群众反映、信访举报一般问题
或有轻微违纪的人员，督促其到“莲鹤茶苑”喝黑茶，按照
规定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帮助吸取教训，提高思想认识，
避免滑向犯罪的深渊。廉政“三杯茶”提醒制度的实施，
进一步从源头上遏制了腐败，纯洁了干部队伍，营造了风
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田间地头普法解纷争
本报记者 沈磊 通讯员 左世友 王利

谍影离我们并不遥远
本报记者 沈磊 高凯

今年11月1日，是我国《反间谍法》颁布一周年。敌我
难辨，杀机四伏，扑朔迷离……说起间谍，不少人印象中大
多是戴礼帽的俊男、抽香烟的美女这些谍战剧里的形象。
其实，间谍并不是这样的脸谱化，“间谍就在你我身边”也
不是危言耸听，他们也是像你我一样的“平常人”。

你见或不见，间谍就在角落里偷窥着你。近年来，
媒体一个个真实案例的披露，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有
一种敌人叫“潜伏”，有一种危险叫“疏忽”，有一种较量
叫“无声”。

军工单位员工于某，为境外机构窃取、刺探、收买、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被判处死刑；福建居民林某，多次
搜集军舰停泊动态等情况提供给境外间谍，被判处有
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打工人员李某，受境
外间谍“飞哥”引诱，刺探泄露国家秘密，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

反间谍不单单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事，每个人都应该
提高反间谍意识，防间保密人人有责。同时不断提高反
间谍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才能全力构筑起一条
无形的“钢铁边防线”。

近日，新郑市卫生监督所利用快速检测设备对市区部分宾馆酒店、沐浴场所、托幼机构进
行微小气候快速检测抽检，提升卫生监督员的执法监管能力，保障全市公共场所卫生安全。
图为10月29日，执法人员在新烟街道中心幼儿园教室内检测室内二氧化碳存活量。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新郑法院：办公信息化助推服务零距离
本报记者 沈磊陈扬 通讯员 左世友王利

调解员风采

调解员李金芬：巧嘴“话疗”调纠纷
本报记者 沈磊 通讯员 王军现白海超

10月29日，新郑市公安局开展岗位技能大练兵活动，
从政治、体能、单兵技能和战术等方面全面提高民警综合
素质，倾力锤炼一支群众信赖、作风优良、技能过硬的公安
队伍。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现在法院立案真方便，通过法庭也能立案了，我又少跑了不少路。”近日，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农民高得法拉着法官的
手高兴地说。这是薛店法庭通过即时通信系统，由立案庭审查案件，法庭立案，切实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

今年来，新郑法院以开展“信息提升年”为工作主题，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大数据管理和多媒体等多元化信息手段，积
极探索建设信息化法院，让当事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审判质效再提速带来的司法服务零距离。

一场秋雨，一场寒。前几天一
场秋雨，气温骤降，在田间调解案
件的赵文奇，此时额头上却微微冒
汗。赵文奇是河南新郑法院龙湖
法庭庭长。10 月 29 日，他和同事
因为一起土地经营权属纠纷到该
市龙湖镇赵大爷家进行调解。

刚进村，赵文奇就听村里人说
赵大爷一大早吃过早饭到地里去
了。龙湖镇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
但潜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也随之
出现，尤其是土地纠纷的案子多了
起来。不少村民因土地问题牵涉
进法律官司。对簿公堂，一是一、
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的说法律
条文，讲证据、谈辩论这对很多村
民来说不仅难于理解，有时候还会
把邻里纠纷演变成激烈矛盾，有伤
和谐。

这类村民之间发生的纠纷矛
盾，赵文奇深有体会，要想解决矛
盾不论是在公堂上还是在办公室，
都不如下到田间地头，深入群众实
地调查，找准症结所在，有时候没
准就是几句话的事儿。“越是老百
姓的事，越是农民的事，就要动起
来，别怕跑在路上，有时候可能就
是因为跑了这百八十里路，这事儿
啊就算解决了一半了。再说，农民
整天地里一堆子事，怎么会舍得整
天把时间花在跑法院上，所以我们
要动起来，动起来这难啃的骨头案
子就活了，松动了，事情就好解决
了。”这是赵文奇经常下基层给跟

他一起办案的年青法官谈的话，讲
的经验。

为了有效化解“田间地头的纠
纷”，新郑法院转变司法理念，走出
法庭，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下到
田间地头，加大巡回审判力度，对
那些涉及农村土地权属纠纷、相邻
权纠纷等的涉农案件，实行巡回办
案，就地调解，就地化解纠纷，努力
实现让老百姓不离家，不耽误农活
就把事儿解决了，案结事了。

如今辖区的许多老百姓都说
“法官整天那么忙，能抽出时间，
不畏严寒酷暑，不顾路途艰辛劳
累的来到村里，下到地里来替我
们解决矛盾，单是这份情谊我们
就觉得心里暖暖的，我们就信任
他们”。下基层调解办案的干警
经常提到：“我们开展涉农案件巡
回审判，下到田间地头那迈出去
的是脚步，收回的是民心，俯下去
的是身板，树起来的是信任，再苦
再累也值了！”

远处的一片菜地里，赵文奇
和他的同事正在调解一起土地经
营权属纠纷，一群农民聚集在几
位身穿法院制服的工作人员身
旁，正在倾听他们讲解，与此同
时，该院还有许多像赵文奇和他
同事一样的干警蹲在田间地头为
农民解烦忧化纠纷，新郑法院深
入基层，田间地头便民服务化解
纠纷的工作一直在路上，接到了
地气，也传出了正气。

《反间谍法》首次明确了5类间谍行为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
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
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
人的任务的;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
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
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
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或者策动、引
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

●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
●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