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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最多跑

一次”改革以

来，台州市公安

局椒江分局推

出了省内身份

证免费快递、上

门办证、派出所

窗口周末无休

制等服务举措，

共办理“最多跑

一次”事项 51

万余件，为156

人 提 供 了 便

利。图为11月

22日民警展示

免费邮寄的身

份证快递。

通讯员 何文斌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见习记者 朱辰子 通讯员 胡华龙

本报讯 11月22日，记者从浙江海事

局召开的2017年浙江省海上搜救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17年1-10月，浙江省

海上搜救中心共组织海上搜救行动225

次，救助遇险人员1450人，获救遇险人员

1385人，人命救助成功率为95.5%。

浙江省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海区航线纵横交错，船舶通航密集，通航

环境极为复杂。其中舟山群岛水域更是

被交通运输部列为全国“六区一线”重点

监管水域。

2017年 2月20日凌晨，山东籍渔船

“鲁荣渔58999”船与多哥籍杂货船“大洋”

轮在舟山东福山东南附近海域发生碰撞

险情，导致“鲁荣渔58999”船严重进水后

沉没，船上19人遇险。浙江省海上搜救中

心立即协调和指派救援船只及附近船舶

前往救助。搜救力量克服现场风浪大和

能见度不良等困难，在接到遇险报警两小

时后，成功将19名遇险人员全部救起。

2017年以来，浙江省海上搜救中心与

国家专业救助单位东海救助局，建立了东海

海区（浙江）空中巡航救助联动机制，并进一

步加强了与海军东海舰队、东海第一救助飞

行队等相关单位的应急处置合作，有效提升

了海上搜救效率，今年以来共协调34艘次部

队舰艇、51艘次专业救助船舶、52架次救助

飞机以及220艘次渔政执法船艇和渔船等

救助力量参与海上搜救行动。

记者还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促进

和引导海上搜救志愿者队伍的健康发展，

浙江省海上搜救中心完善工作机制，加大

扶持力度，积极引导、鼓励辖区海上搜救

志愿者队伍发展壮大。

渔民出身的郭文标，从1985年开始从

事海上救助工作，在惊涛骇浪中救回500

多条生命，并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道德模范”“IMO海上特别勇敢奖”

等荣誉。郭文标团队是浙江海上搜救民

间救助力量建设的缩影和典型代表。目

前，浙江省沿海各市县已经建立成型19支

专业海上搜救志愿者队伍。

分清正统宗教与邪教
反邪节目走进寺庙

通讯员 徐玉珍

本报讯 11月21日，原创人文反

邪直播节目《科学与人》走进建德玉泉

寺，报道了以“漫行乌龙山”为主题的

宗教反邪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由杭州

市防范办、杭州市反邪教协会、华语之

声传媒主办，由建德市防范办、建德市

反邪教协会、梅城镇政府、建德市乌龙

山玉泉寺承办。

《科学与人》节目通过对话建德市

政协常委、市佛教协会会长、玉泉寺方

丈演通法师，挖掘玉泉寺、乌龙山以及

严州的历史风情，展望三江口未来发

展方向。演通法师还从佛教思维观

点、历史派别等不同角度，阐明了正统

宗教与邪教的区别，呼吁大家揭露、批

判和抵制邪教。

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加强反

邪教工作，推进反邪警示教育，揭穿

邪教制造、散布歪理邪说的恶劣行

径，为人民群众塑起反对邪教的思想

堡垒。

《平安中国》走进宁波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甬政华

本报讯 近日，央视《平安中国》摄

制组抵达宁波，对该市的社会治理创

新工作进行了报道。

摄制组先后对镇海区危化品道路

运输监控平台工作和镇海区社会治

理综合指挥中心、庄市街道综治指挥

室、江北区洪塘街道综治指挥室、江

北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以及宁

波市社会治理工作中心等进行了采

访，介绍了宁波市在创新四级综治平

台建设、聚合信息资源、打造社会治

理新阵地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该

系列节目将从12月18日开始，每天

19：24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一线》栏目播出。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王先富

本报讯 诉讼程序如同加工产品的生

产线，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要经过立案、

审理、宣判、生效、执行立案、执行等阶段。

这些必不可少的流程节点，在规范办案的

同时，也为法院增加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

和差错风险。

为解决这个问题，玉环法院通过打通

电子卷宗深度应用与审判信息管理两个系

统的接口，从电子卷宗材料中智能提取出

案件的关键信息，从而大大减少立案窗口

和办案人员的信息录入工作量。

11月21日至22日，浙江高院在玉环

法院召开全省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

与深度应用现场推进会，加快推进浙江智

能审判系统等深度应用。

电子卷宗是法院在案件受理或办理过

程中形成的各类纸质、图像、音频等文件，

依托数字影像、文字识别等技术制作而成

的电子文件。电子卷宗的随案同步生成，

顾名思义，就是将各个流程阶段所产生的

文件、所实施的活动，同步转化为电子数

据，纳入案件办理系统，是最高院建设“智

慧法院”的一项重要部署。

电子卷宗应用系统上线后，玉环法院

将新型送达平台与之链接，送达系统直接

调取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加盖电子签

章的程序性文书等电子卷宗，或自动生成

文字格式，发送给当事人，当事人足不出户

便可接收各类材料。

而对法官来说，电子卷宗应用系统相

当于给每个人配备了一位“智能秘书”。

“使用这个系统，刚开始我是拒绝的，感

觉这些东西华而不实，但操作完后，我被‘圈

粉’了。”玉环法院速裁庭法官孔蒙蒙介绍，

以前，法官要在大量纸质卷宗里面翻来覆去

地找材料，现在系统自动分类提取原、被告

的材料，电脑左半屏显示所有随案生成的证

据界面，右半屏为法官写裁判文书的界面，

“左看右写，一目了然……尤其是引入了智

能语音输入系统，裁判文书说理部分和合议

庭笔录都可以口述生成，对于打字比较慢的

老法官，真是福音。”孔蒙蒙说。

而在法官助理陈祺看来，系统包揽了

大量需要重复的程序性工作。“提取出案件

的关键信息，充实到各个模块，程序性文书

完全可以自动生成，简单案件裁判文书基

本能完成，就算是复杂案件，也可以帮助我

们推送关联案件和类似案件。”

今年以来，玉环法院在全省率先推进

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工作，截至10月

底，共生成电子卷宗6913册、81803页，完

成了2017年新立案件和2016年未结案件

的扫录工作。依托电子卷宗应用系统，玉

环法院建成了一体化智能办案平台。

随着电子卷宗的进一步深度应用，还

能将案件基本情况、证据材料等信息，以电

子形式直接推送给智能庭审系统，利用语

音识别技术去调取电子卷宗证据，实现电

子质证和网络e调解，真正达到高效审判

效果。玉环法院立案庭庭长陈绍青介绍，

今年8到10月，玉环法院民事案件网络在

线调解平台受理案件62件，调解成功57

件，成功率超过了90%。

今年10月，台州中院、玉环法院被浙

江高院确定为电子卷宗转化电子档案全国

试点法院。台州中院迅速部署，起草了《电

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目录》，推动电子档案

取代纸质档案，实现档案管理大突破，努力

在电子诉讼和电子档案管理方面创造可复

制可推广的“台州经验”。

“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

是智慧法院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三大

机制建设的基础支撑，对于进一步提升诉

讼服务水平、深化司法公开、提高办案效

率、破解‘案多人少’难题都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因此，逐步以电子卷宗代替纸质卷

宗正是改革的方向。”台州中院院长王中毅

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往左看证据，往右写文书
玉环法院的电子卷宗应用系统给法官配上“智能秘书”

险境搜救战绩累累 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

我省海上搜救中心前十个月救回1385人

一次就办好，群众不再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