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宁波市奉化区小草志愿服务联盟的志愿者来到奉化

区大堰镇箭岭村，为村民免费提供理发、小家电维修、磨刀、眼

科检查等服务，深受村民欢迎。

黄宗治 摄

便民服务进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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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法摄影协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记者 吴杭

本报讯 8月28日，浙江省政法摄影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及第二届主

席团，王志浩当选主席，陈晓青任秘书长。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及新的协会章程。

过去的5年，省政法摄影协会逐渐摸索出了符合自身定位的发展之路，围绕党委政府、政法系统的中心工作，创作出一批

有深度、有温度的优秀摄影作品。全省政法优秀摄影作品大批涌现，并荣获诸多省市大奖，“政法摄影铁军”在全省各项赛事

中崭露头角。

大会号召，全省政法摄影界要继续坚持守正创新、主动担当作为，继续走好政法主题路线，用镜头讲好政法故事，发展壮

大全省政法摄影爱好者队伍，助力全省政法宣传工作，传递法治正能量。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赵云 何彦泓

本报讯 8月28日下午，在杭州市检察院举行的公益

诉讼三周年主题开放日活动上，全国首份互联网检察公益

诉讼白皮书发布，“互联网+公益诉讼”杭州样板呼之欲出。

白皮书显示，2019年以来，杭州检察机关共办理互联网

领域公益诉讼案件435件，其中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占

92.8%，索赔网络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伪劣产品领域的惩罚

性赔偿近350万元；督促收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政处罚

86万余元；督促清理下架侮辱英雄烈士、伟人形象及不当使

用国旗、国徽等违法商品340余件……依法维护互联网领域

公共利益成为杭州检察公益诉讼的一大特色。

今年，杭州检察机关进一步探索互联网新领域的公益

诉讼，针对疫情期间销售伪劣口罩的行为办理的全国首例

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案，针对APP强制授权、过

度索权、个人信息泄露等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的全国首

例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等，进一步打击了互联网

违法行为、促进了互联网空间的有效治理。

“区块链”技术也被日益深入地运用于杭州检察公益诉

讼。去年西湖区检察院在3件互联网侵害英烈公益诉讼案

中使用区块链技术固定证据并得到杭州互联网法院采信

后，杭州市检察院对设备进行进一步升级，并于今年7月制

定实施意见进一步规范检察公益诉讼现场区块链取证、实

验室区块链取证流程，为推进互联网公益诉讼工作提供了

规范指引。

“杭州检察机关将主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大势，扛起

‘重要窗口’建设的使命担当，立足互联网之都的区域特色

创新思考，着力打造互联网检察公益诉讼新模式，维护互联

网领域公共利益，助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杭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森红说。

杭州检察发布全国首份
互联网检察公益诉讼白皮书

（上接1版）

“一体化”办案超15万件

“现在，我们一次都不用跑，8小时就能

办好4起刑事案件。”嘉善民警口中的“天方

夜谭”，自去年下半年政法一体化单轨制协

同办案试点以来，已成为现实。

今年3月30日，嘉善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4起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均自

愿认罪认罚且未委托辩护人。根据相关规

定，嘉善县公安局通过一体化办案系统向嘉

善县法律援助中心发出公函，通知提供法律

帮助。

9:15，在法援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犯罪

嫌疑人项某、龚某、杨某、袁某同意适用速裁

程序并签署了告知书。

10:00，公安系统组卷，移送起诉，卷宗

以数字化形式推向检察院。

11:00，承办检察官进行远程“云提审”，

连线援助律师，在援助律师见证下，4起案件

犯罪嫌疑人在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13:30，检察院通过政法一体化办案系

统将案件推送至法院，集中提起公诉。

14:30，法院“云间”互联网庭审系统公

开审理，4起案件当庭宣判。

8小时内办好4件刑事案件，如此神速

的背后，依托的正是政法一体化单轨制协同

办案模式。以往，无论是公安机关向检察机

关移送案件，还是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案

件，都必须移送纸质卷宗或材料。每个案

件，检察官、法官都要摘录几页、十几页甚至

上百页证据。通过政法一体化办案系统单

轨运行后，不再移送纸质案卷，而是通过线

上共享和流转，极大提升了各部门协作

质效。

目前，全省99%的报请逮捕和移送审查

起诉案件从源头进入一体化办案系统，全省

累计办案超15万件；今年6月起，全省政法

机关全面推进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协

同比例已达85%。

274部教学视频片

本该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民警

却在现场和嫌疑人一起“做起了饭”？原来，

这是一场“温情执法”。去年，泰顺县罗阳派

出所民警曾捷欢在执行任务时，发现嫌疑人

正在为女儿烧菜，准备参加学校组织的美食

比赛。为避免给孩子心理留下阴影，在确保

安全的情况下，曾捷欢暂缓行动，还配合演

了一场“戏”。兼顾法理与人情，这段执法过

程，不但被网友送上了“热搜”，还被编写进

教材供全省民警学习。

执法规范化建设，民警执法素质能力起

着决定性作用。今年，浙江公安全面部署开

展法制大练兵，持续深化“教科书式执法”创

新实践活动，新编典型案例667件，拍摄教学

视频片274部，切实解决了民警执法中经常

遇到的困惑和难题。

此外，浙江公安以民警常态学法为基

础，促进学法考试常态化、全覆盖。“考了几

次后，我发现很多法律知识平时都用得到，

对执法能力提升有很大帮助！”金华市婺城

区民警童军力说。

截至目前，全省7万民警获得基本级执

法资格，4000多名民警获得高级执法资格，

2223名民警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全省

广大民警执法理念更加端正、执法行为更加

规范、执法问题明显减少、执法质量进一步

提升。

62、15万、274
数字背后的浙江公安
执法规范化建设

（上接1版）

村级选举变成杀人现场，跨越20年的陈年积案迎来浙江省级法检两长首次同庭履职……去年，台州仙居的罗建其二审

上诉案备受关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以《20年后的审判》为题，分上下两集报道了这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再审过程。

同学们观看视频发现，“贾副校长”正是这起案件的“国家公诉人”，代表浙江省检察院出庭履职。

罗建其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的行为是不是正当防卫？到底什么是正当防卫？判处罗建其死刑与我国严控适用死刑

是否相悖？……视频后，贾宇不仅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办案过程和体悟，还就案件中几个发人深省的关键问题与同学们

展开探讨，引领同学们进一步树立法治信仰。

“你们都是马上要升入高三年级的学生，即将迎战高考，踏上社会，离开父母独自翱翔。”课程最后，贾宇寄语同学们，“要

始终心怀梦想、始终笃学坚毅、始终坚守正道”，还向学生们赠送了法治书籍，希望同学们的人生之路始终与书香为伴、与法

治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