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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双方是邻居，就案办案会导致
案结事不了，今后两家人咋相处？所以我
们办案要打开思路，另辟蹊径。”近日，山
东省日照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韩杰
带案下访，把一起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
件公开听证会“搬”到村委会进行，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村民代
表参加，促成当事双方握手言和。这是日
照市检察机关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一个缩影，也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及
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
态”要求的生动实践。

“从刑事和解到检调对接，到民行调
处，再到申诉调处，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多
元化解已贯穿检察办案的全过程。”日照
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小玉向记者介绍。

刑事和解+人民调解

司法实践中，以轻伤害案件为代表的
轻微刑事案件常见多发。这些案件多由邻
里、亲朋之间纠纷引发，案虽不大，但在当
事人心中却是“天大的事”，如果简单地“捕
诉了之”，极易造成双方矛盾升级。为此，
日照市检察机关以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为切
入点，积极探索刑事和解新路径，形成检调
对接工作合力，使一批轻伤害案件当事双
方消除积怨，握手言和。

作为日照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创新
试点单位，岚山区检察院联合岚山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与
法院、公安机关加强资源信息共享和工
作联动，合力搭建调解平台，实行调解与
案件一体化办理。在检察机关设立调解
工作室，构建“检察官+人民调解员”专
业化办案组合，当调解陷入僵局时，人民
调解员和办案检察官深入沟通，共同分
析研判，制定个性化调解方案，提升调解
质效。该机制实行以来，岚山区检察院
共促成轻伤害、交通肇事等轻微刑事案
件和解 162 件，占该类案件办理总数的
74.8%，被山东省检察院确定为“事心双
解和为贵”刑事检察办案机制试点单位。

办案实践中，日照市检察机关围绕
移送、受理、调解、履行、回访五个环节，
打造检调对接绿色通道，使轻微刑事案
件调解效率同比上升 25%；同时，依据《轻
微刑事案件速办机制》全流程严控办案
时限，推动矛盾纠纷加速化解，使轻微刑
事案件平均办案周期缩短 19天。

府检联动+多方协作

近年来，讨薪难已成为人民群众反
映最强烈的烦心事之一，建设工程领域
是欠薪的高发地、重灾区。日照市检察
机关找准解决矛盾纠纷的切入点、各方
利益的平衡点，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会签文件，与工会组织等加强协作，
以齐抓共管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
度。2023 年，该市两级检察院通过支持
起诉为 73名农民工讨薪 160余万元。

“除了凝聚合力根治欠薪，我们还积
极构建‘依法行政+检察监督’社会治理
模式，与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会签
实施办法，在依法监督法院行政审判及
执行的同时，加强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合
理性的审查，让行政部门参与到矛盾化
解中来，在法律框架内开展行政争议实
质性化解工作，妥善解决困扰群众的堵
点、难点、痛点问题。”日照市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三级检察官助理于丽介绍。

与此同时，日照市检察机关进一步
加强检法协作配合，通过信息互通互享
和日常协作实现司法资源良性互动，减少
当事人维权成本。该市两级检察院立足
法律监督主责主业，综合运用抗诉、再审
检察建议、调查核实、公开听证、释法说理

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民事和解与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包案+听证+司法救助

走进日照市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
中心，电脑、复印打印一体机、雨伞架、老
花镜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通过打造更
文明规范的接待窗口，日照市检察机关
努力实现信访矛盾在首次接访环节得到
实质性化解。

“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
们要求群众首次来检察院信访申诉的案
件均由院领导包案办理。同时，根据群
众反映的内容，我们会通知原案承办人
来窗口释法说理，或将接到的线索移交
相关业务部门办理，全院上下一盘棋，严
把接待群众来访第一关。”日照市检察院
副检察长徐慧说。

对重大疑难信访案件，日照市检察
机关要求院领导下访并主持公开听证，
邀请相关专家、群众代表参加，联合释法
说理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2023
年以来，日照市检察机关院领导包案办
理信访案件 146 件，主持公开听证 20 次，
解决了一批“骨头案”“钉子案”。同时，
日照市检察机关将信访工作与司法救助
相结合，积极审查来访群众是否符合救
助条件，简化审批程序，使司法救助更高
效便捷；与民政部门、妇联携手升级“单
一救助”为“多元救助”，实现司法救助与
社会救助有效衔接，进一步缓解案后矛
盾。2023年 1月至今，日照市两级检察院
共救助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 150人，发放
救助金 144万余元。

“益心为公”+法治宣传

电动车“飞线充电”令人忧心，诉前磋
商督促综合治理；盲道变成临时停车场，
圆桌会议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网络餐饮
店未依法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信
息，检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强化监管……
近年来，日照市检察机关以依法能动履职
拓宽监督视野，将公益诉讼监督对象从

“已造成公益损害的”拓展到“损害虽未发
生但存在公益损害重大风险的”，以源头
治理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于未然，以优质高
效的检察履职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为进一步畅通公益诉讼线索来源渠
道，日照市检察机关依托全市“全科智慧
网格”系统，建立网格化与公益诉讼全流
程合作模式，发挥“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
作用，灵活运用劳务代偿等方式助力公益
损害赔偿落地落实，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
理现代化。2023年 4月以来，日照市检察
机关共招募 157 名“益心为公”检察云平
台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提供案件线索 10
件，参与公开听证、案件调查等20次。

“我们将生活中发现的问题通过‘益
心为公云平台 App’提交上报。消息发出
去，检察官很快就会赶到现场，和我们一
起实地查看。‘小网格’汇聚大民生，这种

‘网格化+公益诉讼’合作模式，真正将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融入市域社会治理大
局，从而达到解民忧、排民难的目标。”一
名“益心为公”志愿者表示。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检察
公益诉讼的强力赋能，也需要通过广泛的
法治宣传画出最大“同心圆”。为此，日照
市检察机关依托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
音、快手、官方网站等新媒体宣传矩阵，开
设“日检小剧场”“检答经开区”“检察官有
约”等品牌栏目，推出系列特色法治宣传
产品，以接地气的内容和镜头语言实现小
切口切入，真实、立体地展现检察机关高
质效办案的生动实践，将法治精神的火种
播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山东日照：走好枫桥路 善解百姓忧
□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张琦

2024 年元旦，山东省莒县检察院
第四检察部检察官王洪波收到王某
亲属发来的一条短信：“感谢王检察
官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新的一年祝
你工作顺利！”

2021 年 ，莒 县 发 生 一 起 交 通 事
故，孔某驾驶运输车辆与王某的电动
三 轮 车 相 撞 ，致 王 某 当 场 死 亡 。 当
时，孔某担心自己无证驾驶，保险公
司不予理赔，就冒用其雇主陈某的身
份 报 险 ，并 以 陈 某 身 份 接 受 刑 事 侦
查 ，委 托 代 理 人 参 与 民 事 诉 讼 。 其
后，孔某冒用陈某身份被发现。2023
年 3 月 8 日，法院以交通肇事罪、盗用
身份证件罪判处孔某有期徒刑。但
王某家属提起的民事诉讼早已判决
并执行完毕，保险公司已支付王某家
属各项损失共计 27万余元。

莒县检察院审查认为，法院民事判
决认定事实错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
原判决。保险条款中规定，对于无证驾
驶情形，保险公司只需在交强险范围内
进行赔偿。孔某以虚假身份应诉，扰乱

司法秩序的同时也损害了保险公司合
法权益。2023年 5月 30日，莒县检察院
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同年 7 月
11日，法院依法裁定再审。

既然原审判决错误，那么基于错
误判决而执行到位的钱款，也应启动
执行回转程序，即王某家属将钱款退
还保险公司，再由孔某、陈某进行赔
偿。“赔偿款支付一年多，王某家属已
使用了一部分。此时启动执行回转，
会让原本没有过错的一方平添负担
和痛苦。”王洪波介绍，“我们决定通
过协商调解化繁为简，由孔某、陈某
直接对保险公司的损失进行赔付。”

2023 年 8 月，莒县检察院举行公
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群 众 代 表 作 为 听 证 员 ，保 险 公 司 代
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执行法
官参加。“检察官不机械办案令人感
动，公司完全支持检察机关的决定。”
保险公司代表说。陈某、孔某家属也
表 示 愿 意 赔 付 保 险 公 司 全 部 损 失 。
至此，案件办理得出“最优解”。

以更多温情找到办案“最优解”

“谢谢检察长还惦记着我们，快进
屋里坐！”春节将至，山东省五莲县检
察院检察长张伟和办案检察官一起回
访慰问司法救助当事人，一进门，就被
王某老两口的热情“包围”了。

家住五莲县潮河镇某村的王某是
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该案被告人虽
然被依法严惩，但因其无可供执行的财
产，对王某的民事赔偿迟迟没有到位。
针对该司法救助线索，2023 年 9 月，办
案检察官多次前往王某所在村走访村
干部和村民，了解到王某和老伴都是残
疾人，年逾古稀，劳动能力有限，无经济
来源，生活十分困难。五莲县检察院审
查认为王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迅速启
动国家司法救助程序。同时，为解决救
助资金来源单一、数额有限的问题，五
莲县检察院与五莲县慈善总会深入沟
通，决定设立司法救助慈善基金，会签

《五莲县慈善总会司法救助慈善基金使
用管理办法（试行）》，探索多元帮扶、多

方参与的司法救助新路径。
为充分凝聚救助合力，将“检

察+慈善”救助模式落到实处，五莲
县检察院与五莲县慈善总会联合向
王某发放救助金，其中慈善救助金
6000 元。2023 年 10 月 30 日，张伟和
五莲县慈善总会副会长宋新华一起
来到王某家，将救助金交到老两口
手上。

据了解，2023年五莲县检察院共
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34 件 34 人，其中
慈善救助金 2.4 万元。“检察+慈善”
救助模式有力保障了刑事案件被害人
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司法救助是
一项‘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
司法关怀’的民生工程，多一分救助
就能给被害人及其家庭带去多一点希
望。我院将积极探索多元化司法救助
机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以强有力
的检察担当撑起司法为民暖心伞。”
张伟表示。

撑起司法为民暖心伞

“以前这里田间地头、水塘边到
处都有农药瓶子，我们知道有毒，一
直担惊受怕，现在再也看不到了。自
从村里设置了农药包装贮存回收点，
大家都知道该往哪里扔了。”近日，山
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检察院检察官走
进田间地头，对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进行“回头看”，村
民的话让检察官放下心来。

2023 年 8 月，东港区检察院在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专项监督工作中
发现，辖区农村普遍存在农药包装废
弃物被随意弃置、回收管理不规范情
况，甚至水源地也散布着这些“定时
炸弹”，威胁农村环境安全、水体生态

安全和群众生命健康。办案检察官
通过无人机航拍、现场勘查、走访调
研等方式，发现相关职能部门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不到位，导致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侵害。

为有效解决农药包装废弃物“流
浪”问题，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东港区检
察院与相关乡镇政府、行政机关召开专
题磋商会，就整改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2023年 9月，东港区检察院依法向相关
乡镇政府和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
促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专项治理工
作。相关单位在现场督导联合执法的
同时，将各行政村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情况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

2023 年 12 月，东港区检察院检察
官邀请“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
者一起进行跟进监督，经实地查看，
确认乡村各处已完成清理，相关单位
完善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存储、
转运、处置制度，农资店、回收站、转

运车规范运作。“农药包装废弃物不
再‘流浪’，得到群众认可。通过办理
这个案件，我们真正以实际行动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以公益诉讼守护群众
美好生活，以高质量履职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办案检察官说。

让农药包装废弃物不再“流浪”

文稿统筹：本报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张琦 庄磊 闫忠伟 王升部 王紫薇 孙晓

图①：莒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向案件双方当事人
释法说理。

图②：五莲县检察院检察官与该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
一起走访案件当事人家属，送去司法救助金和慈善救助金。

图③：日照市岚山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到案发地
村委会了解当事双方的矛盾根源。

图④：日照市检察院就一起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
件举行公开听证会。

图⑤：日照市东港区检察院依法监督相关部门将某
垃圾场改建为运动场后，检察官对办案效果进行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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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很喜欢研究电脑技术，
再没做过出格的事。”这是 2024 年 1 月
5 日，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检
察院对谢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作出不起诉决定一年后，办案检察官
对谢某家属进行电话回访得到的答
复。

谢某是一名建筑工人，工作之余
全心投入自己的兴趣——学习黑客
技术。2021 年 11 月 22 日 21 时至次日
8 时，谢某在家中使用电脑，通过端口
扫描方式非法侵入日照某药业公司
的 财 务 系 统 服 务 器 ，删 除 了 大 量 数
据。2022 年 7 月 11 日，谢某因涉嫌破
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
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单强审查案件时
发现，谢某并非职业黑客，也无非法
获利目的，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
小，给被害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小，
有自首情节并自愿认罪认罚。单强
积极协调，希望促成犯罪嫌疑人与被
害公司达成赔偿谅解协议。

“大量重要数据丢失，对公司影
响太大了，没法原谅他。”“我就是个
建筑工人，没钱赔给他们。”因双方各
执己见，赔偿事宜商谈未果。“办案不
能简单追求一个法律结果，化解双方
矛盾是办案更高的价值追求。”单强
和同事与当事双方多次沟通，深入了
解其诉求和顾虑，耐心释法说理。

检察官彻底解决矛盾的决心和
诚意让当事双方逐渐改变了强硬态
度，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谢某赔付被
害公司 5 万元。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
检察院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依法对谢
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感谢检察
院对我的宽大处理，也谢谢对方的谅
解，这次恶作剧教训深刻，我再也不
会干类似的事了。”拿到不起诉决定
书，谢某流下悔恨的泪水。

案件办结后，日照经济技术开发
区检察院多次对被害企业进行回访，
立足企业发展需要，开展涉及数据安
全、信息安全及加密应用技术等方面
的法治宣传，取得良好效果。

“他再没做过出格的事”

“ 如 果 没 有 你 们 耐 心 细 致 的 工
作，我们两家的仇就会越结越大。你
们的介入彻底终结了我们两家多年
的纠纷，现在两家人相处得挺好。”临
近年关，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检察院
检察官回访一起故意伤害案件时，该
案当事人刘某有感而发。

因李某耕地时不慎压了邻居刘
某刚做好的花生沟，双方发生冲突，
刘某殴打李某致其轻伤二级。公安
机关侦查取证后，以刘某涉嫌故意伤
害罪立案侦查。办案民警尝试主持
调解，却发现刘李两家一直不和，几
年前就发生过冲突，双方就赔偿事宜
多次商谈未果，刘某既不认罪也不赔
偿，使李某怨恨更深，案件有较大的
信访风险。

2023 年 2 月，该案移送岚山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与办案民警、
当事人所在村村干部深入交流，全面
了解双方积怨产生的前因后果，两次

会同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并邀
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村委会干
部、代理律师等参加公开听证会，充
分听取意见。检察官分别向双方当
事人释法说理，把事情说透，把矛盾
说开，把道理讲明，终于促使双方达
成和解。刘某自愿认罪认罚，向李某
赔礼道歉，李某得到合理赔偿，对刘
某表示谅解，双方握手言和。2023 年
4 月，岚山区检察院依法对刘某作出
不起诉决定。

近年来，岚山区检察院秉承“向前
一步解决问题”工作理念，坚持“小案
不小办”，创新实施“检调对接”轻微刑
事案件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法，将人民
调解机制引入刑事和解全过程，2023
年引导 46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主动
认罪、积极赔偿、取得谅解，轻罪案件
刑事和解率达 88.9%，被山东省检察院
确定为“事心双解和为贵”刑事检察办
案机制试点院。

检调对接实现事心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