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警实战大练兵开训

近日，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举行了

2021年全警实战大练兵开训仪式。图为参训

人员正在进行个人极端事件处置演练。

通讯员 周叔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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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王梓

本报讯 春寒料峭，来自绍兴柯桥的调解员梁振兴内

心却热血澎湃。3月17日，省人民调解协会第二次会员代

表大会在杭举行。与会代表共同回顾了协会成立以来取

得的成果，领略了优秀人民调解员的风采。手捧“省级金

牌人民调解工作室”的牌匾，梁振兴感慨万千，他为之躬行

多年的人民调解事业正在揭开新篇。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在化解矛盾纠纷方面有

着坚实土壤。省人民调解协会始终把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作为首要任务。据省人民调解协会第二届理事会

会长季培军介绍，仅2020年，全省各类调解组织就调解各类

纠纷450844件，调解成功448861件，成功率高达99.56%。

“群众纠纷无小事，一次成功的调解能把矛盾消除在

萌芽状态。”梁振兴从事调解工作近40年，他的“老梁工作

室”更是有口皆碑。“一口地道的乡音，会让老百姓信任

你。一旦形成口碑，调解起来事半功倍。”梁振兴说。

在省人民调解协会的推动下，这样的专业调解工作室

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从“单枪匹马”到全省“和事佬”一

盘棋，省人民调解协会始终以“娘家人”为担当，为会员单位

提供保障、背书，助力打造人民调解浙军“金名片”。目前，

全省共有各类品牌人民调解工作室500余家，有效化解了

辖区内25%的民间纠纷。矛盾处置愈来愈多，金字招牌越

擦越亮，人民调解的浙江样板也在和风细雨中深入人心。

会上，梁振兴认真聆听了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其中关于人民调解员队伍构建的论述，让他信心倍

增。“很多调解员来自基层，沟通有余专业不足。”曾是司法

体系干部的梁振兴深有体会，“好在，越来越多的政法干部

退休后再‘就业’，投入到人民调解事业中来。”

报告中说道，我省正着力打造专群结合模式，开展人

民调解员培训工作并配合司法行政加强专兼职人民调解

员队伍建设。此外，省人民调解协会还着眼于人民调解专

家库建设，积极出台人民调解员专业评定制度。

杭州富阳的马志惠是我省一级人民调解员，在他看

来，这样的评级制度不但对人民调解队伍可以起到正面激

励作用，同样也是推动调解工作提挡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创新之举。“基层调解有时很辛苦，这样的举措让我感

觉到浓浓的归属感和成就感。”目前，我省已评定等级人民

调解员近5000名、省级专家库成员146名。

我省人民调解工作正在迈入新阶段。“协会将全力做

好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季培军说。

“8090”开口讲
政法干警见行动

本报记者 汪基建 通讯员 吴麟煜

本报讯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

政法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廉洁执法司

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对建设过硬队伍

充满新期待。但‘孙小果案’‘操场埋尸

案’等，暴露出政法队伍建设存在的很多

问题，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社会影响极其

恶劣。”3月16日上午，衢州政法“8090”

青年宣讲团成员、衢州市委政法委组织

人事处干部李超宇来到柯城区蛟池街社

区，宣讲正在开展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并公开举报电话。

3月10日，开化县法院“8090”宣讲

团成员邹炜翌亮相“100秒开法青年说”，

简明扼要地跟大家分享了“中共第一个

纲领的诞生”。“开化红色资源丰富，红色

基因需要我们法院人更好地传承。”邹炜

翌说。

自3月1日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动员部署会后，衢州市政法系统“8090”

青年宣讲团已开展宣讲12场次。

衢州市教育整顿办统筹全市各政法

相关单位，通过“8090”青年宣讲团的形

式，利用浙西革命斗争纪念馆、西源革命

纪念馆、改革担当精神传承馆、赵抃祠等

红色基地等，向社会各界宣讲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相关内容及英模事迹、中国共

产党党史等，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与党

史教育结合，在政法系统形成学党史、学

英模热潮，激发全市政法干警的干事

热情。

3月 7日，开化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副大队长兼直属中队中队长徐芳军纵

身一跃，跳江救起59岁老人（本报曾作

报道）；3月13日晚上8点左右，乌溪江

滨江段水面上一女子轻生，衢州市公安

局柯山分局花园派出所民警祝烨楠毅

然跳入冰冷江水中，与随后赶到同事叶

冬飞合力，将女子拉回岸边；衢州市公

安局柯山分局航埠派出所户籍民警徐

国彤利用休息时间多次走访调查取证，

圆了居民余某43年的户口梦……一件

件、一幕幕感人事迹在三衢大地刷爆朋

友圈。据统计，自3月初以来，衢州市

政法干警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舍己救

人、主动帮助群众做实事做好事67件

（次）。

和风细雨巧化千千结 人民调解“浙军”开新篇

实习生 李琪桉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高媛萱

本报讯 3月17日，省高级法院对外发布《2020年浙

江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近5年来，我省法院破产案件收案量和结

案量不断增长。2020年，全省法院共受理破产申请审查案

件4083件，经审查后正式立案受理3428件，破产案件结案

量较前一年度增加66.0%。

从区域分布情况来看，全省法院破产审判的地域均衡

性有所提升。绍兴地区“势头强劲”，受理案件量增速达

185.8%，审结案件量增速达164.6%，均居全省第一。

全省法院创新破产程序，让一批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

主体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实现了有序退出，让另一批仍具市

场价值的企业通过破产重整等程序，既维护了债权人的利

益，又有效盘活资源，为企业卸下包袱。2020年，浙江法院

处置房屋面积800余万平方米、土地近7万亩，安置职工

1.7万余人。

2020年浙江法院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专业

化、简易化、信息化的总体部署，以企业破产为主体、个人

债务集中清理为突破口，全面深入推进破产审判工作。

2020年全年，全省法院共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291

件，办结件190件。值得一提的是，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

2019年在温州审结，而过去一年，温州地区个人破产案件

涉案金额仍较大，约2.978亿元，约占全省总额的60%。

省高院还发布了祐康系十家企业合并破产重整案、河

田集团有限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等十大破产审判典型案例。

2020年浙江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报告发布
绍兴“势头强劲”，温州有个数额占全省60%

（上接1版）

目前，全省涌现了一批设施先进、环境优雅、服务一流的车

检服务示范站。这些示范站用数字化改革引领车检服务风尚，

在消除群众“验车难、检车烦”痛点的同时，不断挤压“黄牛”生

存空间，软硬件水平提升堪与高端4S店相媲美。

打通数据壁垒

“以前要跑安检站、综检站、环检站3个检测站才能完成的

车辆检测业务，现在只需就近完成车辆检测，即可同时取得这三

份检测报告。”当天，来验车的货车司机刘先生也竖起了大拇指。

以往验车，公安部门管机动车安全性能检测，环保部门管

机动车尾气排放（环保）检测，如果是营运车，交通部门还管着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三部门数据没有共享，导致群众验车来

回折腾。跨部门协同，首先要打通底层数据。“改革以来，三部

门进行数字化改革，整合后台资源，数据共享、互认，检测站‘三

检合一’。”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打通数据

壁垒后，如今老百姓只需要一次上线、一次检测、一次收费，结

果就能互认，车检向数字化转型，给群众带来了改革红利。

不仅如此，以前验车，身份证、行驶证、保单、委托书，一样

都不能少，数字化改革后，保险公司数据共享，检测站可轻而易

举地查到保单信息。如果需要委托，还可以网上提交委托书。

数字化改革，改变了以往要提交繁琐证明的手续，只要一本行

驶证就可以轻松搞定车检。

事先预约事后评价

2020年9月，“浙里办”开发浙江省机动车检验便民服务平

台，集信息公布、站点导航、车检预约、用户评价等功能于一体，

引导形成“先预约、后检车”的氛围。车主只要通过“浙里办”

APP搜索“车检预约”就可线上预约验车。

开通线上“预约”功能，是车辆检测“一件事”集成改革的关

键一环。通过数字赋能，浙江有效提高了检测资源的综合利用

率，目前全省90%的车辆检测站已接入该平台，以往验车排长

队现象正在逐步减少。

在平台的检测站菜单里，好评率、车检价格、地址、营业时

间等信息一目了然、公开透明，车主预约验车就像网购一样方

便；还有评价功能，形成线上预约、检后评价，一车一预约、一车

一评价，实现“检测站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系统评价体系帮助群众选择质优、价低、就近的检测站验

车，同时也倒逼检测站提升软硬件服务环境，以更优质的服务

来不断增强群众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据悉，浙江车辆检测站正在努力打造全国车辆检测服务高

地和五星级服务机构。到今年6月底，全省286家车辆检测站

将按照“环境更舒心、流程更省心、服务更贴心、管理更精心、体

验更安心”的“五心”服务要求完成升级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