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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养老”，其实是诈骗

连日来，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组织民警走访辖区老人，详细讲解各种以“养老”为名义的诈骗手段，提高老

年人的防骗意识和能力。

通讯员 喻跃翔 摄

本报记者 邱锦 杨思思

本报讯“你看这条路，原来是条泥泞小路，现

在可是条‘致富路’。”直播镜头中，德清县新市镇

蔡界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沈炳泉指着脚下的彩

虹水泥路向大家介绍说，“我们村的村集体经济收

入，2015年是15万元，2021年超过400多万元，

村民年人均收入超过4万元。”

5月20日，由浙江省司法厅、省普法办、浙法

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法治村里话“共富”之“法助

共富 法护平安”专项行动系列网络直播第二站，

走进了蔡界村，共吸引全网30万人次观看。

今年5月正值第二个民法典宣传月，当地在蔡

界村农业观光园内的民法典主题法治文化公园举行

了系列宣传活动。

“亲们，这油就产自我后面的油菜花田，2000

亩的油菜花海啊，真正的原生态……”观光园入口

处，当地“网红”正在稻田边直播带货，怀里抱着

一桶菜籽油。蔡界村村委会副主任姚刚告诉记者，

得益于村内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

来家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在新市镇还有专门

的直播基地，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跟随镜头往前走，在代表蔡界村特色的绿色大

型蚕宝宝装置下，一些群众性普法活动正热闹开

展中：有来自新市职高的学生在瓦片上作画，

画面内容都与法有关；有学生在高声朗读宪法

和民法典；有书法家在书写“治国之道，富民

为始”等作品……在观光亭二楼，当地的公证

员不仅为老年人送上了他们此前申请办理的公

证书，还详细解答老年人提出的关于遗嘱继承

的法律问题。

直播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一起矛盾纠纷的调

解。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后，直播镜头呈现了调解的

整个过程。当地两户村民因为栽树和种菜问题产生

矛盾，甚至大打出手。经过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现场气氛从剑拔弩张到风平浪静，最终两户村民互

相道歉，握手言和。

另外，在该村的“红色连心小屋”，田口组村

民通过议事的形式，商议集体土地流转问题。为让

村民更多地了解土地流转相关法律依据及政策，本

次议事还特别邀请了“一村一法律顾问”和“法律

明白人”参与。

“这些都是我们探索出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村级基层治理新模式，帮助村里实现‘大事不出

村，小事不出组’。”姚刚在直播中说。

直播最后，湖州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

姝姗接受采访时介绍，自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开展

“法助共富 法护平安”专项行动以来，湖州市司法

局立足当地实际，出台实施方案，明确在全市范围

集中开展地方立法“提质”、营商环境“提标”、基

层法治“提能”、法律服务“提档”、法治宣传教育

“提升”等“五提”行动。德清县司法局紧跟步

伐，深入开展法助共富“四升级”、法护平安“三

强化”专项行动。

从“大海捞针”到“精准出击”
数字监督立大功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杭检

本报讯 74家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的公司，200余家企

业无社保缴纳记录、缴税记录，同一地址注册多家公司……为

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些企业还在运营中吗？杭州市拱

墅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在办理多起同类型刑事案件后，关注到

了这一情况。

几乎同时，“耕地占用税”的问题也困扰着桐庐县检察院

的检察官：3000余平方米的耕地未经批准被用于建造旅游等

设施，而本来该缴的耕地占用税却一直空缺，类似情况是否在

其他地方也存在？

检察官们就着“冰山一角”一查到底，日前都有了结果。

这其中，数字监督立下大功。

2021年4月，桐庐县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浙江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未经相关部门审批，占用桐庐县某村3000余平方

土地，建造旅游设施和其他景观设施，存在非法占用耕地情

况。相关部门虽对该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但该公司仍存在

未缴纳耕地占用税的情况，涉及漏缴税款6万余元。

类似情况，难道仅此一例？桐庐县检察院通过对调取

的相关数据进行整合、碰撞、分析，建立类案监督模型，将

2017年以来涉非法占地耕地案件耕地占用税线索批量梳

理移送税务部门，推动开展专项整治。至2022年 3月，已

追缴税款及滞纳金450余万元，督促拆除违法建筑1万余

平方米，收回被占用耕地3万余平方米，复垦耕地3.5万余

平方米。

在此基础上，杭州市检察院以上述耕地占用税专项监督

为实践样本，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专项行动，发现监督线索

23条，推动追缴耕地占用税税款及滞纳金5200余万元。

从桐庐县至杭州全市，如何在更广的范围内及时发现违

法占用耕地、毁林种茶、污染河道等情况？杭州市检察院借用

“黑科技”的力量，在该院“数智魔方”开放式信息研判监督平

台上，检察技术人员借助卫星遥感地图和智能视觉技术，对某

区域的影像进行多时间点地物识别和对比，构建“卫星遥感+

智慧检察”监督模式，实现主动式全域国土资源情况核查。

有了“黑科技”的监督守护，检察机关对违法占用耕地、林地

等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行为，实现了从“大海捞针”到“精准

出击”的转变。截至目前，杭州全市共通过检察监督复垦复绿耕

地近50亩，补办手续120余亩，清运渣土1000余吨，一些地方还

出台了沙石资源管理整治意见，推动了沙场行业整治。

而拱墅区检察院在发现问题后，对近一年内办理的涉虚

假注册公司案件进行对比分析，提炼出虚假注册公司用于违

法犯罪活动的“共性特征”，与市场监管、税务、人力社保等部

门进行数据碰撞，发现虚假注册公司及其关联公司300余

家。拱墅区检察院随后与区法院、公安、市场监管、司法局等

单位协调，推动破除数字壁垒，实现数据共享。经检察机关监

督并推动专项治理，相关部门对已查明的虚假注册公司吊销

营业执照，对无社保缴纳记录、无缴税记录等异常企业列入重

点管控名录。

杭州市检察院在杭州全域率先启动数字监督集中专项行

动，摸排市域内为实施犯罪提供帮助的虚假注册公司3000余

家，启动强力整治。随后，省检察院在全省部署“净化空壳公

司”专项行动，依法打击惩治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聚力共护营商环境。

除了通过大数据赋能开展耕地占用税、虚假注册公司专

项监督外，去年以来，杭州市检察院以全国首家检察信息情报

中心为平台，不断开拓新的数字化法律监督场景，以数智检察

提升办案质效、增强监督刚性、推进社会治理。

30万人跟着我们“逛”了蔡界村

本报记者 郁燕莉 杭栋莹 通讯员 杨溢雨

本报讯“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行为一

直是行政执法监管重点，省里的这个《餐饮监管一件事》清

单，既梳理了行政检查事项和部门，又给我们日常工作的

开展带来了指导。”在湖州市平安实训基地的餐饮店场景

实训中，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织里分局副局长孙蒙惊喜

地发现，基地已梳理出了涉及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商务部

门等6个部门19项餐饮监管执法内容，学员只需扫一扫二

维码，就可对照清单在场景中开展学习。

5月21日，湖州市吴兴区召开全区“大综合一体化”行

政执法改革推进会，同时启动首期全区行政执法人员轮

训。会上，湖州市平安实训基地与湖州市吴兴区综合行政

执法指导办公室签署合作协议，积极打造全省独一无二的

行政执法实训平台。

去年，司法部在全国开展了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标准化

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5个部委和13个

不同层级地方开展试点。吴兴区是唯一一家基层综合行

政执法试点单位。

如何打造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执法人员培训标准化体

系金名片？吴兴区委书记赵如浪说，作为浙江“大综合一

体化”改革4个试点区县之一，吴兴区在标准化体系打造

上具有独特优势，“依托全省唯一实训基地，我们以实景、

实训、实战为特色，将1600多项执法实训融入到实训教

学，加快打造一支业务精湛、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

据了解，为了创新培训方式方法，不断提升培训质效，

基地研发了涵盖校园安全、交通安全、食药安全、建筑安全

等16个综合执法实训主题，通过多媒体教学、VR教学、实

景演示、随堂测试等多个模块实施教学。

在现场的视频连线中，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监

督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彭飞表示，吴兴这一模式，因地制

宜、行之有效、可复制可推广，在全国范围都具有很强的示

范意义。

吴兴区副区长钱振宇介绍，接下来将联合高校、基地推

出“菜单式”实训课程，并对全区900多名综合执法人员开

展轮训，推动全区行政执法人员轮训工作在全省先行探索。

打造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执法人员培训标准化体系
湖州市平安实训基地构建全省首个行政执法实训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