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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林杰荣 熊若兰

近年来，区检察院坚持挖掘救助源头、凝
聚社会合力、落实长效机制，进一步做好检察
环节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因案增贫困难群
众的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为涉案当事人提供
托底保障，驰而不息以司法救助服务保障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坚持挖掘救助源头，助推共富工作“实”。
针对司法救助内外部线索移交不畅问题，建立
健全监督线索排摸机制。结合各业务部门力
量，主动对命案、伤害案件、性侵案件进行排
摸，重点关注涉五类农村贫困当事人需要，通
过开展司法救助数字专项行动共挖掘案件线
索20余条，大力提升线索发现率。目前控申部
门已办理司法救助案件近10件，积极申请两级
院联合救助，共发放救助金近10万元，实现司
法救助与精准扶贫走深走实。

坚持凝聚社会合力，助推共富工作
“全”。针对基层检察机关救助资金有限的问
题，构建多元化救助体系。以司法救助为主
导，积极引入民政、教育、慈善、就业等多元化

救助渠道。如与慈善总会联合设立“蔚蓝”司
法救助对象帮扶专项基金，目前已到位首批
社会募捐专项资金10万元，成功救助4人，并
发放救助金5万余元。又如针对困难妇女群
体，与妇联签订《关于建立困难妇女群体专项
司法救助工作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上
述单位职能优势，实现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
关爱衔接，司法救助资金“小池”与社会慈善
资金“大池”衔接，力求以司法救助助推共富
工作全面发展。

坚持落实长效机制，助推共富工作
“稳”。针对实践中“一救了之”难以脱贫，存
在救助后续跟踪不到位等问题，积极探索“回
应型”司法救助模式。评估当事人生活情况，
对于长期定向救助的困难群体，督促相关部
门定期将生活补助金打入其社保账户，解决
救而不管、救而无用的困境。在该院办理的
首例弃婴司法救助案中，除协调办理孤儿待
遇外，重点关注案后关怀，参与寻找收养家庭
并跟踪完成落户，保证一救到底。通过主动
跟踪，延伸司法服务职能，服务保障共富工作
行稳致远。

“三坚持”做好司法救助工作
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通讯员 林杰荣

近年来，区检察院紧扣“党务业务事务”三大监督主线，坚持问题
导向、质效引领、数字赋能，驰而不息夯基点、抓重点、创亮点，积极探
索基层检务督察工作新模式。

区检察院积极探索基层检务督察工作新模式

通讯员 葛钰颖

为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增强青少年
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近日，溪口司法所走
进五林村暑期假日学校，为学生们带来了一
堂生动有趣的民法课。

课程的主题为《民法典与少年的你》，从
学生们最熟悉的“一支笔”出发，介绍了“一支
笔”身上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关系，让学生们感
受到《民法典》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而
走进《民法典》的世界。随后，重点介绍了民

事行为能力的年龄划分，展开对“小学生见义
勇为”“小学生游戏充值”“小学生打赏网络主
播”等热点社会问题的讨论。在课程的最后，
根据讲课内容设计了有奖问答的环节，许多
学生对课堂上讲授的法律知识有了清楚的认
识，面对问题都能对答如流。

此次法治课堂，将法治宣传教育与暑期假
日学校活动进行有机联合，让学生们有了一次
全新的暑期课程体验，有效提高了学生们的法
治意识，丰富了学生们的法律知识，为辖区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法治课堂“典”燃暑期学法热

通讯员 葛钰颖

法治文化阵地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法治建设水平的直观体现。近年来，我区统筹谋划，持续发力，稳步推进
乡村“一地一品”法治文化示范阵地建设工程，营造了浓厚的乡村法治氛围。2017年以来，全区累计新增乡村法治文化示范阵地
63个，总数达到75个，形成了较好的规模化发展态势。阵地的建成，不仅扮靓了乡村风景，也厚植了法治土壤，让群众在潜移默化
中增强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使法治乡村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为促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法治动力。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法治动力

“一地一品”法治文化示范阵地建设稳步推进

“三个一”健全组织机构框架：成立一个检
务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一个检务督察办公
室，创建一个检务督察工作区。由班子成员组
成检务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检务督察办公室配
备检务督察专干，吸纳资深检察官为办公室成
员，各部门骨干兼任检务督察联络员，逐项梳
理检务督察办公室、专干及联络员岗位职责清
单。规范化建设检务督察工作区，包含谈话、会
议、日常办公、廉政档案管理等功能，坚持专区
专用。

聚焦五大职能，整合“八大规范”，全方位完
善制度框架和工作流程。制定一份职责清单、
两个线索移送机制、三个办案质效监督办法、

“四书八表”执法督察机制以及不实举报澄清工
作机制。积极配合上级开展政治督察、巡视巡
察和内部审计，协助党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抓实执法督察与追责惩戒，推动形成党
建引领、闭环管理、专群结合、数字化助推的检
务督察工作新模式，构建职能明晰、规范实用的
检务督察工作流程。

定期牵头开展警示教育和廉政分析，建立
全体检察人员廉政档案。督促各部门严密排查
司法办案廉政风险重难点，制定防控措施百余
条，常态化开展集通报、调查、约谈于一体的专
项活动，并落实谈心谈话。扎实推进“三个规
定”填报，不定期抽查填报情况，对“零”报告人
员专门谈话，并通过专题展板宣传等方式加大
推广力度。

推动成立规范司法行为常态化办公室，探

索建立“督察令”制度，会同案管、业务部门制定出
台案件延期退补审批、案件质量评查、办案情况通
报三个办法，创新拟制审查超期提醒书、催办书、
警告书、案卡错填提醒书及八张业务通报清单。
积极开展案件质量常规评查、重点评查和专项评
查。积案清理经验做法获省检察院主要领导批示
肯定。研发检察业务闭环管理系统，可查询所有
部门办案情况及相关指标统计，配置检务督察专
员账号，实现源头精密智控。同时完善业务数据
分析研判会商长效机制，倒逼案管建立办案流程
重要节点监控机制，合力形成执法督察“分析-监
督-整改-评价”闭环体系。研发“检察阳光码”，
构建集反馈意见、填写测评、控告申诉、代表委员
有话说等功能为一体的数字化平台，拓宽外部监
督渠道。规范检务督察部门专人收集、处理，定期
检查意见处理及整改情况。

畅通监督信息共享渠道，建立检务督察与控
申案管、派驻纪检监察组之间的问题线索实时移
送、常态化联络等协作制度；规范细化追责惩戒程
序，及时处置问题线索；探索制定检察官权益保障
工作制度，完善不实举报澄清机制，保障检察官依
法履职。

定期召开检务督查工作专题推进会、检务督
察同堂培训，阶段性验收并部署检务督察工作，
进一步认识检务督察职能重要，责任重大，要紧
紧围绕检察权运行，强基固本，完善机制，不断
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推动构建检务督察工作新
发展格局，切实保障检察办案健康开展、检察队
伍健康成长。

精心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围绕“抓
点带面先行、示范创建支撑”的工作思
路，将乡村“一地一品”法治文化阵地建
设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实施战略，作为法
治乡村建设重要载体加以推进。通过优
先打造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示范型阵
地，树立乡村法治建设典型样板。制定
下发实施方案，对阵地建设的形式、内
容、要求等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各镇（街
道）每年至少新建1个的任务目标，并落
实经费保障，有力实现阵地建设的持续
性、连贯性。

因地制宜，深化建设模式。对各地申
报的建设计划进行前期审核和评估，综合
实地调研、现有资料等情况，按照镇（街
道）自建为主、区镇合建和镇村联建为辅
的模式，灵活推进阵地建设。落实责任分
工，加强跟进督导，确保乡村“一地一品”
建设推进有方向、有热度、有力度。如对
于具有天然建设优势条件的，采取区镇合
建形式加大资金投入，区司法局先后联合
莼湖街道、江口街道建成了“中国第一渔
村”桐照村海洋渔业法治文化园、滨江民
法典法治文化园等引领型阵地。

优化资源，促进互利共赢。主动对
接相关部门，及早把乡村“一地一品”法
治文化阵地建设融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热点工
作，做到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
实，在借势借力中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提升乡村建设品质和效率。如尚田
街道将法治元素融入乡村旅游景观改造
升级中，建成鸣雁村法治文化苑，让乡村
同时拥有了美丽颜值和法治内涵，形成
了法治乡村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衔接、
统筹推进的良好局面。

谋篇布局 实现阵地建设系统化规范化

贯彻“九字方针”，发挥头雁效应。
所谓“九字方针”，就是指“特色村、重点
村、旅游村”。坚持好中选优、优中选强，
始终把这三类行政村作为乡村“一地一
品”建设的首选对象，通过建设资源的倾
斜，打造法治明星村、品牌村，为培育和
打造更高水平的法治乡村添砖加瓦。如
借力林家村“天下第一桃园”和全区桃文
化节建成的“法治桃林”，立足“全球生态
500佳”、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滕头村建
成的法治文化园，依托金峨村“全国文明
村”和杜鹃花节响亮招牌打造的法治文
化公园，此外还有“曹雪芹风筝文化村”

缪家村的宪法文化公园等，成为乡村建
设发展中一道道靓丽的法治风景线。

突出法治主题，强化法治熏陶。围
绕《宪法》《民法典》《宁波市法治乡村建
设促进条例》等宣传重点，广泛选用法律
条文、法治典故、法治格言、法治谜语、法
治漫画等内容，以新颖活泼的形式，建成
了一批时时处处表现法治元素内容、传
播乡村法治理念的法治文化公园、广场、
步道等。如在“全国文明村”“缸瓦艺术
村”后畈村，“牧童骑牛”的造型吹出了
《宁波市法治乡村建设促进条例》宣传之
风；在“最美菊花小村”周村，“法治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的巨型墙绘令人眼前一
亮。目前，全区已实现民法典主题阵地
镇（街道）全覆盖。

推动多元融合，深化共治共享。整
合利用各类资源，将乡村“一地一品”建
设与党建、清廉、平安、三治融合、垃圾分
类等工作相结合，通过多种元素的融入、
组合和碰撞，打造内容更丰富、涵义更广
泛的乡村法治文化阵地。如在江口王溆
浦村打造的党建、清廉、法治文化主题公
园，在溪口五林村建成的首个三治融合
主题公园等，让群众感受到了更加多元
的“大法治”熏陶和教育。

强强结合 实现阵地建设特色化多元化

编印图册，打造便民法治攻略。加
强提炼，推出精美宣传图册《法治文化阵
地掠影册》，清晰绘制各法治文化阵地方
位分布地图，图文并茂地展示了36个经
过重点挑选、凸显各地特色的乡村“一
地一品”法治文化阵地情况；编印《法
治文化阵地宣传手册》 5000多份，与
图册配套宣传，通过精美大方的设计、
详实生动的内容，为广大群众探寻和了
解身边的乡村法治文化阵地提供了“攻
略手册”，提升乡村法治文化阵地的知晓
率和影响力。

串珠成链，打造法治文旅路线。整
合乡村“一地一品”阵地、民主法治村、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景区等资源，通过
穿点成线，推动法治文化与旅游文化、乡
村文化充分融合，推出“滕·峨”乡村振兴
法治风景线、浙东滨海红色古村法治之
旅等乡村精品法治文旅路线2条。市民
既可以实地感受“乡村振兴的佼佼者”滕
头村、金峨村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成效，也
可以畅游“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松
岙海沿村卓兰芳纪念馆和宁波市级民主
法治示范村、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水
墨马头”村。摄制发布《奉化法治文旅
行》宣传片，在“甬派”客户端发布后点击
量达25.2万，吸引带动市民走进乡村，体
验打卡各法治文化阵地，形成良好的宣

传效应。
立足长远，打造“两好”优质阵

地。按照作用发挥好、群众评价好的标
准，做好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后半篇文
章”，不断提升阵地的美誉度和活跃
度，推动“一地一品”建设工作长效发
展。一方面，加强对已建成法治文化阵
地的管理和维护，及时更新内容、完善
设施、提升服务；另一方面，结合

“12.4”国家宪法日、民法典宣传月等
时间节点和重大节庆活动，利用阵地广
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推动普法
宣传进农村、进社区，不断满足群众法
治文化需求，提升法治素养。

总结推广 实现阵地建设品牌化长效化

检务督察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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