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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集束

“枫桥经验”由陆至海

“智慧”治理平波息浪

本报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卓桂贞

本报讯 倚天抱海，拥山簇林。秋

季，走进温州市洞头区，就如同置身“海

上花园”画卷：一望无垠的碧海、五彩斑

斓的房屋……羊栖菜的养殖户们也开始了

新一轮的劳作，但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

在为羊栖菜的采收而发愁。

今年3月下旬，一艘货轮途经洞头海

域时，不慎触礁沉没。打捞过程发生意

外，货轮燃油大面积泄漏，污染了附近海

域养殖的羊栖菜，造成羊栖菜大面积受

损。万分着急的养殖户们找到了货轮所有

人和打捞公司协商。然而，货轮方和打捞

公司互相推诿，又在赔偿金额上与养殖户

们无法达成一致，矛盾迅速激化。

关键时刻，洞头区于今年打造的船老

大2.0智调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到

一方当事人远在宁波，且采收时间紧迫，

人民调解员通过“共享法庭”，以视频连

线的方式展开诉前调解。在法官指导下，

经北岙街道、区农业农村局多方调解，当

事人赶在采收前最终达成协议。

洞头区地处浙南沿海，拥有302个岛

屿，海域面积达2708.7 平方公里。近年

来，船只碰撞、网具纠纷、船员劳资纠

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案件时有发生。

为破解海上矛盾纠纷取证难、法律适

用复杂等痛难点，洞头区因地制宜，将

“枫桥经验”从陆地“嫁接”到海上，积

极探索信息技术与调解工作的深度融合，

构建了集在线申请、在线咨询、在线取

证、在线调解、在线阅卷、在线联调等模

块于一体的海上智调模式，即船老大2.0

智调平台。

据悉，平台依托浙江解纷码、人民调

解大数据管理平台、温州“海上班马线”

精密智控等系统，将调解资源向一线倾

斜。如运用“共享法庭”、0DR平台、“移

动微法院”等平台，通过“连线指导+云

上确认”方式，实现网上受理、在线点

单、视频联调一站式服务。

洞头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船老大2.0智调平台是洞头区海上行政执

法协同平台的应用场景之一。为深化推进

“大综合一体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进

一步理顺涉海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洞头区

司法局搭建海上行政执法协同平台，优化

海上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建成全面有效的

海洋综合治理格局。自平台上线以来，联

调率达50%，化解成功率达98%以上。

据悉，船老大2.0智调平台重点架构

专家库、案例库 （含法规库）、证据库

（近海视频监管数据库、海区养殖数据

库、职业船员管理数据库）等海域矛调特

色辅助系统，让数据多跑腿，使矛盾纠纷

化解于苗头、解决在诉前。如建立渔轮外

地雇员信息档案 129册，实行二维码管

理，实现对渔船安全管理的全方位动态掌

握；依托社会治理“一张图”应用，汇聚

海渔事要素数据，实时监测海上预警数据

变化，并形成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红橙黄

蓝”四色全景图，从而实现海上隐患风险

有效预警。今年以来，各类隐患风险问题

下降30%。

在立体化推动海渔事纠纷智能化解

上，“洞头模式”表现亮眼：建立乡级海

渔事调处中心，在“智慧岛”平台纳入调

解申请和法律援助服务模块；结合渔船编

组生产，建立横向的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和

信息快报平台，对辖区内的渔轮实行实时

监控、分级监管等信息化管理。

如今，全功能、全要素、全时空的海

上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为海

岛渔民的安心生产、舒心生活提供强有力

的保障。

旁听巡回审判

近日，开化县法院环境资源与旅游巡回法庭将巡回审判车开进林山乡

的绿水青山中，审理一起因在野外焚烧野草引发的失火案，并当庭宣判。

100余名村民参与旁听。

通讯员 方江琪 杨雅芯

线上司法服务

近日，受疫情影响，宁海县法院法官通过人民法院在线平台，庭审一起

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初步达成调解意向。

通讯员 彭羚

检察护航安全成长

通讯员 华萱

本报讯 近日，平阳县检察院针对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存在消

防隐患，导致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损这一问题，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

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据悉，这是温州市首份涉未成年人消防安

全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今年8月，平阳县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一残疾儿童定点

康复机构存在消防设施损坏、使用不合格的消防产品等安全隐患。

经调查取证，发现辖区3家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存在部分灭火器过

期、烟雾报警器被遮挡、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窗、消防控

制室无人值守等问题，遂向平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制发检察建议，督促

履行职责。

收到检察建议后，消防救援大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专项监督行

动，对涉案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处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向非法占地说“不”

通讯员 临检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临安区检察院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现3

家公司申请用于建设临时工棚的3块临时用地都已经到期。

经过调查，检察官得知，上述公司均未就案涉临时用地重新办理

审批手续。其中，两家公司的临时用地早在2020年就已经到期，分别

占地5000多平方米和6000多平方米，而且都涉及农用地。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临安区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制发了检察建

议，督促其履行职责，对上述公司的违法占地行为作出处理，积极保

护土地资源。截至目前，3块临时土地的工棚拆除和复垦工作正在有

序进行中。

检察官提醒，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

基本国策。上述公司的违法占地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要坚决说“不”。

名木老有所依

通讯员 王良辰

本报讯 近日，临海市加强对辖区两棵古树

的保护力度，使其生长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走进临海市田圳村，能看见两棵300余岁

和500余岁的古樟树，均属于国家保护的珍贵

树种。此前，浙江省检察院与省林业局开展“古

树名木保护公益诉讼专项办案活动”，临海市检

察院发现，上述古树存在未设置必要的保护设

施、树干上有长杆倚靠且有白色物体钉入等情

况，古树生长环境有待改善。

对此，临海市检察院积极与相关职能部门

及古樟树属地街道办事处沟通联系，制发行政

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加强对古树名木

的日常养护，改善其生长环境。

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结合实际情况，制

定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下阶段，该院将深化

与相关行政部门的协作，推动古树名木全面依

法保护。

古桥焕发新颜

通讯员 王学谦

本报讯 日前，绍兴市越城区对东双桥被

损坏的望柱予以替换，并修复了栏板。

东双桥位于越城区东街东段，系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也是绍兴市区唯一承担重要交通作

用的古桥。今年6月，越城区文物安全巡查监督

员和“益心为公”志愿者分别向区检察院反映，

称东双桥遭人为毁损，亟待修复。

检察官赶赴现场，经过调查发现，东双桥东

端北侧望柱因在一起交通事故中遭碰撞而断

裂，现场虽已设置警示路障，却一直未被修缮。

该院于是将上述情况及时反映相关行政部门，

并根据文物保护法、《绍兴古城保护利用条例》，

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其对东双桥作专业修复。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立即启动抢修

工作，委托专业机构展开修缮，并协同属地街道

做好安全维护，恢复交通秩序。

守护幽幽古道

通讯员 章锣锣 吴陈宏

本报讯“经过修复，古道路面平整了，还安

装了指示牌，可以说是大变样了。”近日，云和县

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来到官银古道时，发现

这里与大半年前已截然不同。

今年3月，《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正式实

施，据此，云和县检察院成立由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陈乐为主的办案组，开展古道保护公益诉

讼工作。

此后，检察官走访了县林业发展中心，得知

云和境内现存古道共123条，总长约572公里，

同时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古道，展开实地走访。

经摸排，云景泗洲岭古道上，10余株百年以

上的枫香树，或树干基部被雨水倒灌，或树干同

台阶紧邻被硬化；市民在古道旁挖笋后，泥土堆

积占据台阶等。而留有许多红色印记的梅湾古

道，也存在被开挖，附近堆满木材、杂物等问题。

检察官还相继走访摸排了官银古道、方山

岭抗战古道等，同样发现路基损毁、未标识指示

牌、公共设施设置不到位等问题。

今年7月，该院向云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针对发现上述古道保护

不到位的情形，全面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收到检察建议后，云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对全县古道进行了摸排；联合财政部门，申报

2023年省级林业专项资金用于古道修复；同时

加强宣传与监管，并开展每日巡护检查等。

平安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