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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律师

事务所签署法治共建协议书

林芝市人民检察院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

台开通运行
本报巴宜电（记者 彭琦）根据《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关于推进减刑假释
案件网上办理相关事宜的通知》要求，在区检院的安排部署下，
林芝市人民检察院经多方积极沟通协调，近日，减刑假释信息化
办案平台正式开通运行。

近期，林芝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首次运用减刑
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顺利完成2020年第一季度拟减刑、假释
案件提请审批工作。本次拟减刑假释案件共36件，同意减刑假
释委员会向波密监狱长办公会提交36份申请。

此次减刑假释提请审批活动，省略了一些不必要的程序，并
且通过对办案节点进行动态、精准管控，严格案件办理程序，避
免了人为干预影响，确保案件结果公平公正。

下一步，林芝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将充分运用
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更加合法高效的办理减刑、假释检察
监督案件，有效维护司法公正，全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本报桑日电（记者 张黎黎 通讯员 童淼）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
年，为同时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连日来，桑日县公安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
坚工作，积极做好贫困户疫情防控工作，落细落实
疫情期间各项脱贫帮扶措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

桑日县公安局组织各帮扶责任人深入到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中开展集中结对帮扶活动，了解他们疫
情期间的生活状况，解决日常生活需求，同时向他们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切实形成群防群控的局面，并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心理疏导，稳定贫困户情绪，全力以
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为保障贫困户的防护需求，帮扶工作者向贫困
户免费发放了口罩，优先保障贫困户防疫期间基本
生活需求；为保障春耕工作有序开展，积极推进因户
因人精准施策，切实做到防控、生产两不误。帮扶责
任人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动员贫困户进行卫生大
扫除，做好居家环境卫生整治，有效降低疫情传播。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桑日镇公安局始终
坚持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两手抓”“两不误”，始终
把贫困户的健康和生活挂在心上。切实防止“因疫
致贫”“因疫返贫”，实现疫情防控“不松弦”、脱贫攻
坚“不断档”，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本报拉萨讯（雷大刚 平措朗杰 记者 彭琦）近日，
拉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签署

《拉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法治共建协议书》。
签约仪式上，拉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珠穆朗玛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分别对各自单位的职能分工和业务
开展情况进行介绍，并对双方法治共建进行了规划和
研究讨论。通过签约，双方建立了重大疑难案件会商
制度，创新分工合理、职责清晰、协同高效的执法模式，
为“综合执法+专业执法+联合执法”新局面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据悉，拉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珠穆朗玛律师事
务所通过“站所共建”执法执勤新模式，主动适应社会
形势发展，顺应群众期待，统筹社会资源，积极构建多
元化工作机制，为一线执法执勤民警营造了良好的工
作环境。未来双方将在联合加强宣传普法，完善“站所
共建”工作模式，打造“综合执法+纠纷调解”特色品牌
和建立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协作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
合作。

日前，城关区法院“分调裁审”改革相
关配套实施细则正式出台实施。自立案
登记制改革后，城关区人民法院每年新增
案件近千件，法官人均年结案超百件。仅
2019年收案共计7463件，较2018年增长
了 18.8%，随之产生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
突出，办案法官压力骤增。而这一细则的
出台实施，将有助于解决群众与日俱增的
司法需求与法院司法资源趋紧的矛盾。

“分调裁审”是繁简分流、多元化解纷
工作的新模式。城关区法院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审”机制
改革的意见》及上级法院的工作要求，深度
融合立案、调解、速裁流程，针对团队设置、
分流、诉前委派调解、诉中委托调解、简案
速裁快审、繁案精审等方面作了全面详细、
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的规定，形成了“繁
简分流＋速调＋速裁＋精审”模式。

其实早在2019年7月，城关区人民法
院就启动了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改革试点
工作，在诉讼服务中心成立速裁组，部分
案件进行繁简分流，简案由速裁团队进行
审理，不足半年时间，速裁组三名法官审
理了近300件，审理用时最短的案件从案
件受理到审理结束仅用了3日，得到了诉
讼群众的欢迎和认可，试点工作初显成
效，但案多人少的矛盾依旧没有得到有效
缓解。

为此，在总结去年工作的经验、分析
短板的基础上，城关区法院通过深挖内部
潜力，优化团队组建，创新分流模式，建立
以案件类型、特点，繁简程序为依据的分
流模式，实行了“自动识别＋随机分类＋
手动分案”的分案模式，覆盖民商事、刑
事、行政、执行案件全案。

为了形成程序规范，制度运行流畅，

城关区法院结合自身审判实际，完善和制
订了《城关区人民法院繁简分流改革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城关区人民法院
繁简分流案件管理实施方案》等相关配套
规定，明确简案速调、速审的流程管理和
案件流转审批程序，确保制度检验改革。

城关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才旺介绍
说，“分调裁审”改革工作不仅仅只针对一
点、涉及一面，改革的推进需要全院上下
形成合力齐抓共管。不仅要筑牢制度之
墙，下一步，城关区法院还将认真落实实
施办法，加快两个“一站式”建设，推进“分
调裁审”机制改革作为“一把手”工程，真
正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以信息化
手段为载体，提升繁简分流工作的智能化
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高效快捷的司
法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
感。

繁简分流＋速调＋速裁＋精审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全面推行“分调裁审”机制改革措施

本报记者 旦增旺姆

山南市桑日县公安局

疫情防控“不松弦”脱贫攻坚“不断档”

图为桑日县公安局扶贫工作者为贫困群众送去生活日需品。 本报记者 张黎黎 摄

（上接第一版）

持牢法治利剑，守护网络净土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

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
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必须依法
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持续净化网络空
间。”作为网络空间治理工作一线的负责
人，扎西精准运用《网络安全法》《西藏自
治区网络通信活动“二十禁”》等法律法
规，跟踪问题、治理乱象、打击犯罪。

2014 年以来，全国全区每一次重
大会议、每一场重大活动、每一个重大
节点，网上舆情保障扎西从未缺席。基
于有舆情处置经验，扎西带领团队认真
研究网络安全法，结合我区实际研究制
定了《重大舆情处理办法和网络信息安
全直属规范》，积极探索依法管网、依法
治网之道。

创立通报机制，共聚治理合力
扎西在网络空间治理工作过程中，

高度重视网络中的民情舆论，以网民关

心的社会问题为着眼点，畅通网上民意
反映渠道，为群众排忧解难，增强网民
的获得感，2017年扎西牵头建立了《西
藏网络舆情通报》信息共享机制，及时
将网民关切的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跟
进事件解决进度，督促相关部门及时解
决。

《西藏网络舆情通报》的机制建立，
进一步规范重大网络舆情处置流程、提
升舆情处置效率。先后解决拖欠工资、
看病难等民生问题，涉及资金上亿元，
惠及3000余人。

强化法治宣传，筑牢安全防线
扎西和他的团队将互联网作为法

治宣传工作“主阵地”，充分利用网络传
播方式的交互性增强了法治宣传的互
动性，为受众提供更加真实、感染力更
强的传播效果。

2019年7月，扎西担任驻村队总队
长赴那曲市申扎县巴扎乡那切村驻
村。自此，不论是在那切村的放牧点、
村委会，还是牧民家，凡是有群众的地
方总能看到扎西的身影，他用当地群众

最喜爱、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传递到千
家万户。

“越是偏远落后的地方，越需要普法
教育。”这是扎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在走村入户的过程中，细心的扎西
发现牛贩子在巴扎乡收购牦牛却不付
款，欠了当地村民十几万元，村民几番讨
要无果，他便想办法帮助村民向法院起
诉，等待法院给他们公正的判决，用身边
案例说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给
当地群众生动地上了一课，让他们学会
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

一直以来，扎西学法知法、守法用
法，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发扬艰苦奋
斗、埋头苦干、自觉奉献的优良作风。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网信铁军忠诚、干
净、担当的誓言。

扎 西 先 后 荣 获 了 中 央 网 信 办
“2014 年度网络舆情‘发现力’先进个
人”“2015年度全国网络舆情研究先进
个人”“2015年全国‘扫黄打非’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