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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叶健 楼溟霞

本报讯 近日，安吉县检察院公诉科干警再次来到安
吉县章村镇某村，看到被不起诉人徐某几个月前种下的一
大片小树苗已经冒了绿芽。“我是农村人，以前也不懂得森
林保护法。但通过这件事，我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徐某说。

去年 5 月，因造房子需要木材，在未取得林木采伐
许可证且山林承包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徐某在一个月
内两次到章村镇某山上砍伐杉树，共计 28 棵。案件移
送审查起诉后，安吉县检察院考虑徐某犯罪情节，对其
作出不起诉决定，责令徐某将砍伐的树木重新种植。
几个月前，徐某买回 36 棵水杉树苗，在曾经砍伐的地方
一一复种。

竹乡安吉以生态立县，林木资源是该县重要的资
源。近年来，安吉县检察院协同森林公安、林业局等部
门，广泛宣传森林保护法律知识，但毁坏林木现象时有

发生。对此，安吉县检察院加大了司法惩处力度，2015
年以来对 31 件涉嫌破坏林木资源案件的 37 人依法提起
公诉。虽然一批违法者被绳之以法，但被砍伐的树木、
被毁坏的林地并没有重新复绿，一些山林还因无人管理
而荒废。

为了让青山复绿，安吉县检察院启用生态司法保
护模式，在办理破坏林木资源案件时，根据犯罪嫌疑
人犯罪情节的轻重，对其采取恰当的强制措施，同时
监督嫌疑人补种树苗、恢复山林并以此作为从轻、减
轻处罚的依据。检察干警在办理每件林木案件过程
中均实地走访调查，与嫌疑人签订复绿协议并时刻关
注复绿情况。

另外，安吉县检察院还向林业、森林公安等部门发出
检察建议，建议充分利用警示牌、发放宣传资料等途径加
大对森林资源保护的宣传力度，并加强与森林公安的协调
配合，召开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联席会议，在追求生态、
司法双赢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开启了生态司法保护模式，
通过绿色司法助力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陈赛男

本报讯 昨天，省高院、省司法厅在衢州联合召开全省涉及
诉讼司法鉴定工作会议。各地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以及
司法鉴定机构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就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管
理和使用衔接机制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

目前，我省共有司法鉴定机构52家，司法鉴定人756人，已
建立DNA、毒物、病理、文书、声像资料等7个类别40家鉴定实
验室。2016 年，全省司法鉴定机构共受理司法鉴定案件
123432件，在促进公正司法，防止冤假错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不仅是司法鉴定委托方，也是鉴
定意见的审查者和最终用户。建立司法鉴定管理和使用衔接
机制，规范司法鉴定工作，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在保障审判工作

顺利开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浙江在《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立法时就明确

提出了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要加强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工作
衔接。2014年6月，省高院和省司法厅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
规范司法鉴定工作若干事项的意见》，率先构建司法鉴定管理
和使用衔接机制，进一步规范鉴定委托程序、完善司法鉴定人
出庭作证制度、加强司法鉴定监督管理、完善人民法院和司法
行政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去年，双方又签订全面合作框架协
议，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相衔接运行机制，多数地
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司法局已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良性互
动机制。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司法鉴定工作与社会的期待还存在
较大差距，不能很好地满足审判工作的需要。比如在法医精神
病和医疗损害鉴定方面存在鉴定时间过长、一案多次重复鉴定
以及随意退回鉴定、擅自撤消鉴定意见书等问题，影响了审判

工作。
如何破解这些鉴定难题？会上，衢州司法局、衢州中院、温

州司法局和绍兴中院介绍了工作经验。
会议认为，下一步，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

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建立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衔接
机制的意见》，加强与同级法院的工作联系，坚持问题导向，定
期或不定期对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会商解决，共同推进司法
鉴定行业健康发展，落实司法鉴定人出庭等制度；要强化“互联
网+”思维，推进诉讼中相关涉鉴信息共享，建立司法鉴定民事
责任追究制度，确立司法鉴定错鉴先行赔付原则，同时发挥省
司法鉴定协会专业技术优势，为审判活动中遇到的重大、疑难、
复杂专业问题提供咨询意见；要加强与法院、公安、保监、工商、
物价等相关部门协作，加大对涉保理赔人身损害鉴定中“黄牛”
的联手规制，对司法鉴定机构与“黄牛”存在利益输送、不当勾
连的坚决予以依法处理，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执业行为。

杭州为65万辆汽车
设“健康档案”

新华社魏董华

记者从杭州市机动车服务管理局获悉，作为汽车电子健
康档案试点城市，杭州市13日发布汽车电子健康档案APP，
在全国率先提供“一车一档”汽车电子健康档案服务。

近年来，汽车维修行业已经成为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汽车
生活质量的重要民生服务行业，但仍存信息不透明、服务质
量不高等问题。杭州市车管局正式推出了汽车健康档案
APP，在全国率先实现“一车一档”的汽车维修档案查询、维修
服务评价与信息反馈等功能。

截至目前，已完成杭州市主城区全部一类维修企业和部
分二类维修企业的系统对接工作，共收集维修数据信息85万
余条，为65万余辆汽车建立了汽车电子健康档案。此外，还
开发了汽车电子健康档案服务平台、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方便
车主查询。

据介绍，通过该APP，车主可按照区域、企业类型、总体评
价等条件查询汽车维修企业信息，择优选择；维修中，车主可
以查询车辆的维修记录，之后还可以对其进行评价，在线进
行反馈。

据了解，杭州将在2018年将该系统推广至汽车快修连锁
企业。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将于近期发布技术指南
和相关标准，在全国复制推广杭州的系统建设经验。集中销毁不合格进口服装及饰品

新华社黄宗治 摄

昨天，杭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集中销毁了一批不合格进口服装及饰品，涉及国际品牌服装、饰品等共27款产品。这些产品经

专业机构检验和检测，均发现有严重的不合格问题。

2016年杭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辖区检出进口轻纺类消费品质量安全不合格共475批，不合格率29.1%。

破解鉴定难题 加强互动协作
省高院省司法厅完善司法鉴定管理和使用衔接机制

砍下28棵水杉 罚你复绿一片
安吉生态司法助力绿水青山

本报摄制的微电影《传承》
央视播出

本报记者 董资

本报讯 近日，微电影《传承》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
道《平安365》栏目播出。该片由浙江省女子监狱出品、本报
影视中心拍摄制作。

《传承》以两代女监人的从警经历为主线，讲述了监狱人
民警察的职责和使命从母亲传承到女儿，女儿在日常工作和
生活中逐渐被老一辈女监人的奉献精神所感动，获得人生成
长的故事。影片真实记录和反映了监狱民警信念坚定、规范
执法、敢于担当的形象。

该片曾荣获由司法部、国家网信办、全国普法办主办的全
国性权威赛事——第十二届全国法治动漫微电影大赛微电影
竞赛单元一等奖，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共同主办的“全国
首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比赛”微电影类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