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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渔期还敢溜进东海“捞一把”

三艘渔船从山东赶来
捕鱼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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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洞开得大
还怕不上榜？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98期

详见12版

本报记者 陈赛男

一匹奔驰的骏马立于纸面，看上去气魄
雄浑、线条流畅，左上角又书有“徐悲鸿”字
样，乍一看是徐悲鸿的《立马图》。不过，在
文件检验鉴定专家的眼中，这幅作品却是另
有说法。

昨日，首届文件检验鉴定国际论坛在杭
州举行。来自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
高校等不同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
文件检验鉴定这一主题展开交流讨论，而这
幅《立马图》正是论坛上展示的一幅作品。

一个落款暴露作品真伪
这幅《立马图》是由东莞市公安局樟木头分局副局长

邓斌展示的。在外行人眼中，这幅作品中的骏马，昂立于
天地间，注视远方，马鬃飞扬，是一件好的艺术品，真伪难
辨。但在文检专家的火眼金睛里，许多细节上的端倪就能
看出虚实。

“首先从材质上来看，可以肯定这是一幅手绘图，那么
接下来可以看它的笔迹和印章。”邓斌指着作品左上角的
落款和印章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文检专家，邓斌对书
画作品中的文件检验颇有研究。

“从宏观上来看，这几个字的笔迹粗细均匀，没有轻重
提按，不像毛笔写出来的。”邓斌分析道，而从笔迹上来看，

“与徐悲鸿同期作品的样本相对比，这幅作品中的落款，徐

悲鸿的‘鸿’字左边的‘三点水’、右边的‘鸟’的勾与横都有
着明显的差异。”邓斌解释道。

此后，邓斌又从印章的细节分析说，与徐悲鸿同期的
印章样本相比，这个印章很多细节特征都有明显差异，显
然不是同一枚印章。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题跋很可能是伪造者为了
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加上的，但很显然与徐悲鸿本人的笔迹
有很大差异。”综合多个细节特征，邓斌一眼辨出这幅《立
马图》是伪造的。

一个印章破解上亿元纠纷
文件检验鉴定，除了笔迹鉴定，论坛中的文检专家们

还就印章鉴定分享了一些经验。
前段时间，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接到一份确认函，

涉及金额达上亿元。
这份确认函盖有公司的印章，还有签有落款时间，打

印的内容也很明确，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可是，法庭
上，一方当事人坚决否认自己在这份确认函上盖过章、签
过字。

真相到底是什么？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受理案件
后，第一个想法就是印章很可能是伪造。

然而，经过鉴定之后，结果大出所料：印章和签字都是
真实的。

不过，凭借多年的鉴定经验，鉴定人员并没有就此轻
易下结论，“有没有可能是在时序上动了手脚”？

带着疑问，鉴定人员再次对印章进行鉴定，结果发现
了端倪。“印章的上表层检验出打印机中的墨粉颗粒，这就
意味着，印章是先盖上的，而上面的协议内容很可能是后
期添打上去的。”鉴定人员有了初步的判断。

随后，鉴定人员又发现落款时间与印章盖印时间也不
一致。线索越来越多，最终综合判定出：这是一份添打、变
造出来的确认书。

“文件检验涉及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遗嘱
伪造、合同诈骗等等。”浙江省汉博鉴定科学技术研究院院
长胡祖平表示，这次论坛的举办，有利于加强我省与国内
外的技术交流、合作，促进文件检验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
司法鉴定行业的发展。

一个落款暴露作品真伪
一个印章破解亿元纠纷

昨天举行的国际论坛上，“高手”共话文件检验鉴定

一句维语一碗羊肉汤和一把钥匙
监狱戒毒系统的维语培训班办了三年，监管面貌日新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彭磊

维吾尔族服刑人员占全省服刑人员的比例
还不足千分之一，为顺利开展对他们的教育改
造而特意组织一批民警集中学习维语，值得吗？

2015年，首届全省监狱戒毒系统维语培训
班开班时，一些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然而，今
年5月29日，第四期培训班结束了，这样的质疑
早已消失。

从培训班里先后走出了58名能与维吾尔
族服刑人员、戒毒人员简单交流，能看懂维语书
信、了解维吾尔族风俗的专业民警，他们不仅帮
助解决了以往监狱戒毒系统管理维吾尔族服刑
人员、戒毒人员遇到的各种困难，也提升了维吾
尔族服刑人员、戒毒人员的改造信心，维护了监
管安全。

全省第一本汉维双语改造手册

2015 年 10 月，第一期全省监狱戒毒系统维语培训班开
班。为了让这门课更专业、更实务，省司法厅、省警官职业学校
特意从新疆警官职业学校请来维语老师授课。当时的省十里
坪监狱教改科副科长傅翀是首批学员之一。

按照教学计划，第一期培训班的主要内容是了解维吾尔族
风情和文化，学习维语字母和单词。听上去简单，可开课第一

周，傅翀就感到困难不小：维文有
32个字母，每个字母一般有2至4
种书写体，最多的有 8 种书写
体。老师要求在一周内，记清所
有字母的100多个写法！

学习任务重，不少学员只能
靠晚上熬夜消化每天8小时学习
的内容，但从未有人喊苦喊累。
为何他们下这么大的决心学习维
语？这其实也是情势所迫的。当
时，省十里坪监狱的维吾尔族服
刑人员有20人左右，民警和他们
难以沟通：一方面，民警听不懂也
不理解服刑人员的要求；另一方
面，服刑人员觉得自己的文化没
有得到尊重，消极改造情绪强烈。

吉米拉是第四期培训班的授
课老师之一，主修古汉语文学。她
说，从发音到单词再到语法，汉语
与维语有着天壤之别。为了让学
员们尽快掌握维语，精通汉语的吉
米拉老师总是把维语与中文对比
着，用最白话的形式解释给学员听。

在老师的悉心教授下，学员
们学习进展快速。而通过学习，傅翀意识到，针对维吾尔族服刑
人员的管理，需要一套真正适用于他们的办法。于是，培训结束
后，傅翀回到单位，在监狱的支持下，与吉米拉老师一起，将《服
刑人员行为规范》等有关规定编辑出全省第一套汉维双语版本。

《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是每位服刑人员入监后必须学习的

内容，它将所有服刑人员需要遵守的纪律要求都事无巨细地罗
列清楚。在汉维双语版本中，每一句行为规范要求，都用中文、
拼音注读、维文三种形式标注，既便于维吾尔族服刑人员学习，
也便于民警使用。这为监狱开展维吾尔族服刑人员教育改造
工作开了个好头。 （下转6版）

详见2版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厅长和三家单位
签了从严治党责任书

钱塞辅警办假身份证
变更公司信息
女老板以增资为由借款后逃跑终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