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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常璐倩
通讯员 郭金所

“推进西藏‘十四五’时期检察信
息化建设，开展政法大数据跨部门办
案平台建设应用，协助公益诉讼检察
部门建立公益诉讼指挥中心……”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批、第十批
援藏业务骨干，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
心电子证据二处处长刘海江总是不
时盘算手头的工作。距离援藏结束还
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越发觉得时间
不够用，要把所有工作往前赶。

曾在空军服役 18 年的刘海江，
2013年转业进入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
研究中心工作。此后的 11 年里他两次
援藏，努力推动现代科技应用和西藏
检察工作深度融合。不久前，刘海江被
评为“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人”。

带着使命初进藏

把西藏检察信息化建设基础夯实好

援藏之前，刘海江从未踏足过这
片神秘的土地。2016 年，看到中央组
织部选派第八批援藏业务骨干的通
知时，他的内心开始活泛起来。“西藏
检察机关的信息化建设急需人手，能
去贡献一些微薄之力，我很荣幸。”

和同为军人出身的妻子商量后，
刘海江坚定了援藏的决心。2016 年 7
月，刘海江来到西藏自治区检察院，
担任信息技术处副处长。

刚到西藏，等不及喘口气、歇歇
脚，刘海江便开始带领调研组开展调
查研究。

40 多天的时间里，他克服高原反
应，走遍所有市级检察院及部分县级
院，进机房、查线路、看机器，摸清了
西藏检察技术的现实境况，也更加明
晰了肩上的责任。

“专业技术人员普遍紧缺，基础
设 施 严 重 不 足 ，特 别 是 普 兰 县 检 察
院，全院仅有 3人在岗，维持日常运转
都很难，更不用说搞检察信息化。”刘
海江向记者回忆说。

调研结束后，刘海江连夜起草西
藏自治区检察技术信息化工作情况
调研报告。他不仅想把眼前的、具体
的工作做好，更想在有限的援藏时间
里留下经验财富，为完善西藏检察信
息技术制度添砖加瓦。

报告得到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党
组的肯定后，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刘海江开始着力绘制“蓝图”——制
定自治区检察院运维管理工作规范、
安全操作规程等，搭建制度体系；面
对三级检察院信息化运维人员普遍

短缺的情况，创新工作思路，推动自
治区检察院信息化运维外包服务向
市县检察院延伸，减轻下级检察院运
维压力；针对业务需求大而技术基础
薄弱的法医鉴定、痕迹检验、遥感技
术、无人机等领域，从各地邀请业务
突出、经验丰富的检察信息技术人员
为州县检察人员授课……

一 套“ 组 合 拳 ”下 来 ，西 藏 的 检
察 信 息 化 建 设 基 础 一 点 点 夯 实 。面
对赞誉，刘海江说：“能把好技术、好
经 验 带 到 西 藏 ，靠 的 是 党 中 央 的 好
政 策 ，靠 的 是 最 高 检 和 各 对 口 援 助
单 位 的 支 持 ，我 个 人 只 是 做 了 一 些
具体的工作。”

带着责任再进藏

让检察技术为办案插上智慧之翼

2019 年 9 月，第八批援藏工作结
束，刘海江回到了北京。虽然离开了，
但他和西藏的联系从未间断。

“我们有啥技术需求、有啥弄不
懂的，还会给他打电话。他还像在西
藏的时候一样雷厉风行，帮我们解决
各种问题。”如今的西藏自治区检察
院政治部副主任邓杰原来在该院检
务保障部工作。谈起刘海江，他的故
事有一箩筐。“第十批援藏工作启动
后，我们报需求时还想要一名信息技
术业务骨干，当时和海江打电话还开
玩笑问他要不要再来一次，没想到他
真来了。”

那是 2022 年初夏，中央组织部选
派第十批援藏业务骨干，刘海江再次
报名。“我时常想起西藏的那些人、那些
事，更感觉第一次援藏的工作还没做
完。所以我又回来了。”谈起为何二次援
藏，刘海江朴实的话语中透着热爱。

“上一次，我们主要致力于夯实
西藏检察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基础，第
九批援藏业务骨干又把技术辅助办
案带入西藏检察机关，这一次，我们
要继续拓展这项工作。”对于二次进
藏，刘海江有着清晰的规划。

受限于复杂的物种分布和山高

地广的地理环境，西藏检察机关办理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时常面
临线索获取难和调查取证难的困境。

时任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公益诉讼
检察部主任陈坚是和刘海江一起援藏
的最高检业务骨干，他们常坐在一起
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这里有业
务需求，海江那里有技术保障，我们打
好配合，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023 年，西藏自治区检察院重点
督办了一起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
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行政公
益诉讼案。“当时发现保护区土地被
非法开发后，海江帮我们协调中国科
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通过遥感
数据分析，测量土地受损面积，通过
遥感照片、视频和监测报告对比，论
证了环境变化、功能萎缩情况，我们
拿到关键证据后进行了立案监督，确
保黑颈鹤栖息地生态环境受损问题
得到解决。这个案子取得的成效得到
日喀则市委主要领导的肯定。今年，
该案入选最高检‘高质效办好每一个
公益诉讼案件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 绿 色 转 型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典 型 案
例。”陈坚告诉记者。

如今，办案运用无人机、卫星遥
感技术在西藏已不是新鲜事。检察技
术辅助公益诉讼办案让雪域高原的
美丽底色愈加亮眼。

带着情怀谈进藏

为了藏族老乡的微笑

“和第一次见面相比，海江瘦了、
黑了，头发也白了。我们很感谢他，很
少有人能来两次。”邓杰向记者回忆。

第一次进藏时，刘海江头痛、耳
鸣、睡不着，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始料
未及。然而，和这些相比，孝心难尽、养
育责任难当是刘海江心中更大的“苦”。

刘海江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两
次援藏均逢女儿小升初、初升高的关
键时期。“我时常会觉得对父母、孩子
有所亏欠，只能通过视频、电话和他
们多唠两句。”

“海江工作严谨、负责，对家人也
很耐心细致。”邓杰告诉记者，“我们
的孩子年纪差不多，中午吃饭时有时
会聊起给孩子辅导作业，大家坐一块
儿想出好几种解题思路，海江会一种
一种给孩子讲。虽然远隔千山万水，
海江也在尽力不缺席孩子的成长。”

谈及援藏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事，
刘海江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小故事。

第一次援藏休假期间，刘海江曾陪
来藏的家人去山南市勒布沟游玩。中途
向藏族老乡问路时，对方得知刘海江是
援藏业务骨干，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老乡不仅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景
点，带我们参观附近的古建筑，还反复
跟我们说感恩中央对西藏的关心，老百
姓深受其惠。”看着老乡淳朴真诚的笑
容，刘海江突然觉得很骄傲，“作为援藏
业务骨干的一员，虽然我的工作成绩微
不足道，但是我为这张笑脸贡献了力
量。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援藏很值得。”

明年，刘海江就要结束第二次援藏。
他说：“现在要尽量多做一点，将来才能少
些遗憾。”从军人到检察业务骨干，再到援
藏业务骨干，刘海江始终站在科技兴国第
一线。虽然他会离开西藏，但在任何需要
信息技术的地方，他都会一直在岗。

雪域高原办案用上卫星遥感技术
——记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电子证据二处处长刘海江

这是 1959 年编印的《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
者大会纪念刊》，收藏于人民检察博物馆。

1959 年 5 月 11 日至 22 日，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
进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先进单位代表
和先进个人代表共 2345 名，其中检察系统出席的代表
330 名。这是一次表彰先进的大会，也是一次交流经验

的大会。有 186 名代表在会上介绍先进经验，其中有检
察干部 47人。

大会期间，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林伯渠、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
大会全体代表。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在
大会发言中指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我们政法工
作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因为我们的政法工作是一项
十分严肃、十分谨慎的工作，粗枝大叶是不行的。”他强
调：“从这次大会的先进事迹中还可以看到，那种调查
研究、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风格，也是比较
突出的。这种风格值得大大提倡和发扬。”

（文字：刘柳 骆贤涛）

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纪念刊
（收藏于人民检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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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要 示提

◎40 多天的时间里，刘海江克服高原反应，走遍所有市级检察院及部
分县级院，进机房、查线路、看机器，摸清了西藏检察技术的现实境况，也更
加明晰了肩上的责任。

◎受限于复杂的物种分布和山高地广的地理环境，西藏检察机关办理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时常面临线索获取难和调查取证难的困境。

◎如今，办案运用无人机、卫星遥感技术在西藏已不是新鲜事。

●全国检察机关对口援助工作先进人物特别报道

刘海江在西藏自治区检察机关的机房进行安全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董文静 王琪） “根据模型筛查出的 15 条无证提供医疗美容
服务的线索，相关监管部门实地调查后，针对查实的无证提供医疗美容服务行为作
出相应处罚。”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介绍了该院构建的

“新业态医疗美容行业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模型”的应用成效。
此前，思明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非法行医案。该案中，一女子在孔某经营的养

生馆内接受对方提供的注射类医美项目，没想到因对注射物过敏，女子当场死亡。
经查，该养生馆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孔某也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经该院
提起公诉，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被告人孔某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

非法行医者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无证“黑医美”又该如何治理？在办理该案过
程中，今年 2 月，思明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将相关线索移送至该院公益诉讼检察
部门。

经多次走访调查，思明区检察院检察官发现，思明区纳入卫健部门监管的医美
机构有 140 余家，医美市场繁荣的背后存在诸多问题。据了解，2023 年，思明区内
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营业、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非法行医等医疗违
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的案件有 32 件。根据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发布的《2024 年度
医美机构十大运营风险及预警报告》显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
美服务被列为 2023 年度医疗美容机构主要面临的经营风险之一。同时，检察官调
研发现，当前无证提供医疗美容服务已呈现网络化态势，许多不法商家直接通过网
络向消费者提供药品以及医疗美容项目的购买链接，或通过发布用户体验等进行
引流。

以无证提供医疗美容服务为主要监督点，思明区检察院于今年 4 月进行行政
公益诉讼立案。在该院数字检察办公室的支持下，检察官厘清相关监管部门职责
权限，探索构建了“新业态医疗美容行业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模型”。

检察官根据《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以及常见的医美项目俗称，会同技
术人员设置 83 个关键词，并共同确定数据要素及运算逻辑，通过监督模型筛查出
相关线索数据 3 万余条。与此同时，该院向思明区市场监管、卫健部门调取工商登
记、行政许可、投诉举报等数据 5000 余条，通过碰撞对比，初步得出 100 余条无证提
供医疗美容服务线索。经过人工复核及线下复查，该院最终确定 15 家重点检查对
象。今年 5 月，该院向相关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履职，推动
涉医美行业跨部门常态化协同治理。

“相关监管部门对这 15 条线索进行了实地调查，已查实无证提供医疗美容服
务行为 3 起，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及医美仪器、罚款等相应处罚措施。”检察官介
绍。此外，相关监管部门开展了全面整治联合行动，目前已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15 份，责令 4 家美容场所进行整改，对无证提供医疗美容服务行为立案 9 起，查扣
医疗器械 3台。

筛查“黑医美”
厦门思明：构建监督模型助推规范医疗美容行业

□杨璐嘉

在 “ 人 人 皆 可 短 视
频”的当下，路人稍有不

慎就可能“被入镜”，成为别人视频里的素材。但对路人是
想拍就能拍的吗？

本是开开心心到餐厅就餐，却遇到某短视频平台拍摄打
卡视频，视频上传网络后被转发评论，碰到这样“糟心事”
的女生将短视频平台告到法院。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法院审理了这起肖像权纠纷案，经调解，短视频平台向女生
赔偿 1万元 （据 11月 13日 《长江日报》）。

随着社交网络及自媒体的快速发展，视频直播、Vlog 已
然成为人们记录生活的常用方式。拿出兜里的手机，随手在
公共场所拍个视频，这种场景极为常见，但随之也引发一系
列法律问题——“随手拍”路人违法吗？路人可以以何种方
式入镜？当自己被拍摄发布后该如何维权？

民法典第 1019 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
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由此可知，“随手拍”并不是想拍就能拍，征得路人同
意是关键。如果拍摄者未经路人同意，想将视频内容用于发
布朋友圈、自媒体或者其他商业用途，就要注意谨慎公开，
否则“一不留神”就可能侵犯他人肖像权。假如拍摄行为对
他人的私人生活、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等造成侵害，还可能
涉嫌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各类短视频拍摄“一棍子打
死”，而是需要对拍摄行为予以规范，让拍摄者清楚行为的
边界并守好法律底线。根据民法典第 1020 条规定，短视频拍
摄是否侵犯肖像权，要看是否属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行
为。若是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等合理目
的，“随手拍”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除以上几类行为
外，在拍摄短视频时不慎将路人拍入其中，该怎么办？假如
拍摄的路人影像不具有可识别性，难以构成肖像，则不存在
侵权的情况。如果所摄入的画面是特定自然人可被识别的外
部形象，则可能会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因此，在未征得他人
同意的情况下，短视频发布前要将路人可识别的标记去掉，
如对脸部及其他标志化信息进行模糊处理。

当路人发现自己“被入镜”后，要及时制止，积极维权，依法要求对方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监管和执法部门要及时对违法者予以惩处，从源头
上阻断违法视频的传播。各短视频平台也要落实管理责任，加强对入驻博主的管
理，对于存在侵犯他人隐私、骚扰他人生活的短视频，应及时叫停并予以相应
处罚，彻底消除“问题短视频”的生存空间。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拍摄短视频要守住法律底线。为了流量把路人当成
道具，只会把拍摄短视频变成损人又不利己的“麻烦事”。在尊重并保护他人合
法权益的前提下进行分享、创作短视频，应当成为每一个人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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