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5310013

222023.1.12 星期四 ❘ 首席编辑：罗丹琳 ❘ 版式设计：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585310545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要闻

【三微优秀作品展播

】

扫一扫，看片吧！

“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昔日情谊总会令人

感慨万千。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同学情是否还在？一张

张笑脸依然亲切、一声声呼唤宛如从前，多年重逢，老同学

能否出手救急？是否涉及背后交易？在情谊和原则的两

难中，手握权力的他会如何选择？原则问题上的铁面，是

真正的情面；原则问题上的不让步，是进步。“同学情”与

“讲原则”能否共存？

欢迎扫码观看第十八期展播作品，第四届平安浙江

“三微”比赛微电影类优秀奖——台州市路桥区纪委区监

委、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同

学“清”》。同窗情谊幸相遇，今夜酒满歌未尽，来日似锦再

欢聚。

1 月 11 日，绍

兴市越城区鲁迅故

里消防救援站入驻

揭牌暨春节前置执

勤启动仪式举行。

鲁迅故里从此有了

“消防站”，全面推

进 15 分钟“快响直

达”应急救援网建

设工程，将古城的

消防救援圈织得更

密。

通讯员 余昌龙 摄

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陈琼 王菲

本报讯 近日，舟山定海的张某拿

着一面锦旗走进舟山市行政复议局，向

工作人员致谢说：“终于拿到不动产登

记证了，谢谢你们为我解决了住房大

事，‘全域联办’真给力！”

去年，张某向定海区不动产登记部

门提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将他于上世纪

八十年代在定海某村建造的房屋首次登

记到他的名下。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查后

发现，房屋建造时张某还没有成年，而

且建造人是他的父亲，因此决定不予登

记。“张某的父亲后来又另行批地建

房，按现有登记规定，也无法作为该房

屋权利人进行登记。”不动产登记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

张某并不满意，于是他向舟山市人民政

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

“该案因历史变迁、政策更替等因

素未能及时办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但

我们认为张某的诉求合乎情理，也关系

到他住房大事，存在实质化解的现实需

求。”该案承办人表示，因此舟山市行

政复议局对该案启动市区跨域联办，由

市复议局负责人“包案”化解。此后，

市复议局全面调查走访张某及其家庭实

际居住情况、邻里关系，多次牵头组织

张某所在村的村委会、当地街道办事处

及资源规划等单位召开论证会、调解

会，联合会商研究、反复论证分析法律

风险，综合考量相关法律规定及立法本

意后，形成了具体处置方案。前两天，

张某终于拿到了不动产登记证。

去年，舟山市行政复议局在全省率

先推行行政复议“全域联办”模式。

“‘全域联办’打破地域限制和单一办

案格局，对行政复议申请推行‘全域通

收’，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通过向

市 和 县 （区） 任 一 行 政 复 议 机 构 提

出。”舟山市司法局副局长林海江介

绍，对县 （区） 复议机构承办的涉及重

大人身财产权益、重大公共利益、重大

疑难新型案件等，市复议机构承办的不

动产、招投标、征地拆迁等，以及市和

县 （区） 司法局为被申请人的七大类案

件，通过县 （区） 申请或市级指定的方

式启动“全域联办”，“我们组建了由20

名成员组成的行政复议‘全域联办’专

家库，建立行政复议‘全域联办’协作

联动机制，全面盘活复议办案资源。”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嵊泗县

行政部门涉国有土地类案件，向舟山市

复议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于该案涉

及嵊泗县洋山某小岛整岛开发，案情复

杂、涉案单位多且利益重大，因此市复

议局决定将该案作为“全域联办”重点

案件，并启动“全域联办”小岛绿色服

务通道。去年 9 月，市复议局工作人员

来到该小岛附近的村镇，通过召集资源

规划、住建、发改等涉案单位，专题进

行案件研讨，全面了解纠纷的背景及处

置现实的困难，并进一步研判法律风险

和纠纷化解的可行性方案。“我们召开

了两次调解会，由于时间原因，第二次

调解还是在船舱里进行，最终形成了双

方都能接受的调解方案，并签署了调解

文书。”舟山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处处长

黄旭雯说。

统计显示，2022 年来，舟山市复

议机构共办理全域联办案件 27 件，占

新收案件的 16%。“全域联办”案件听

证率、实地调查率均达 100%，60 日审

结率达 89%，调撤率达 55.1%，起诉率

为0。

行政复议“全域联办”
一年多来“零”起诉率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龚国新

本报讯“有些案件中查到房产地址

信息，但具体位置难以确定，有些房屋挂

着新旧两个不同号码的门牌，或者干脆

没有门牌，部分被执行人为逃避执行，甚

至取下门牌、偷换门牌。另外还有人难

找、车难寻等问题，都给执行工作带来一

定阻碍。”龙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杨珏坦言。

怎么解决这一执行顽疾？龙港法院

探索在执行工作中引入社区干部等基层

力量，组建一支人民陪执员队伍。近日，

该院举行了人民陪执员聘任仪式，为首

批 115 名人民陪执员颁发聘书。他们都

是龙港法院从各社区选任的社区干部、

专职社工、网格员等。

“人民陪执员与人民陪审员虽仅一

字之差，但性质不同。根据《人民陪审员

法》规定，人民陪审员依法参与人民法院

的审判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同法官

有同等权利，但不得参与执行等工作。

而人民陪执员的职能仅限于执行领域，

主要起到辅助执行作用。”龙港法院院长

董忠波介绍说。

今后，人民陪执员将充分参与监督

执行工作，包括协助完成走访、调查取

证，见证并监督现场查封、扣押等事务，

记录并监督房屋腾空等。

据悉，龙港市辖区外来人口多、人口

流动性大、查人找物困难等问题导致执

行工作阻力较多。此次选任的人民陪执

员政治立场坚定、享有群众威望、善做调

解工作，他们将充分发挥“人缘”“地缘”

优势，积极参与执行和解工作，并做好法

治宣传，让更多人民群众了解执行办案

过程，提高人民群众的司法参与度，助力

提升执行公信力。

人民陪执员“持证”上岗

鲁迅故里
有了“消防站”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李凌峰 何文涛 夏瑛

本报讯 岁末年初，宁波市海曙区未

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张某的干劲更足了，

“新年新气象嘛”，他说。每天，在完成学

徒工作后，他还会捧着平面设计的书籍学

习到深夜，“多亏了省里的社区矫正对象

素质能力提升与就业帮扶行动，我才有这

宝贵的学习机会，必须珍惜！”张某说。

2021 年年末，张某因寻衅滋事罪被

判缓刑 1 年 8 个月，成为海曙区司法局的

一名社区矫正对象。2022 年上半年，省

司法厅、浙江开放大学联合开展社区矫

正对象“学技能、强素质、奔共富”专项行

动，在宁波、衢州等地开展学历提升“双

证制”教育帮扶试点的基础上，在浙江全

省推广，主要为初中及以下文凭的社区

矫正对象制定“学历+培训”“文化+技

能”等个性化学历提升方案并实施。

只有初中文凭的张某接受了“文化+

技能”培训，学习了平面设计课程。这改

变了他之前无所事事、毫无人生目标的

状态。如今，结业后的他在一家企业当

学徒，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平面设计。“今

年我就要满 18 周岁了，我想学好平面设

计，将来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张某

信心满满。

衢州市柯城区社区矫正对象张某也

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通过学历提升，

从事建筑工作十多年的他报考了二级建

造师资格。“学历提升给了我重新开始的

信心，现在，我的生活很有盼头。”郑某

说。

据省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社区矫正对象普遍学历较低，

高中以下学历占比近 80%，就业谋职困

难很大。“我省司法行政部门密切与开放

大学协作，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资源，率先

在全国开展社区矫正对象学历提升工

程，打造‘空中课堂’品牌，帮助他们提升

学历、增加劳动技能，以便他们顺利回归

社会、融入社会。”该负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通过开放大学“空中课堂”、

矫正中心“菜单式”授课、志愿者“N+1”

帮扶等多种途径，目前，浙江已有矫正对

象近 5000 人分别参加初、高中学历等教

育，2400余人实现再就业。

浙江近5000名社区矫正对象参与学历技能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