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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自贸港法治建设同行 |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要从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涉外
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
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习近平 2023 年 11 月 27 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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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彩纷呈
1 月 7 日下午，儋州市公安局

举行“警营开放日”活动，展示儋州
公安现代警务机制改革和队伍建
设成果，搭建警民沟通桥梁，构建
和谐的警民关系。

活动现场设有特训尖兵、文明
交通、反诈集市、平安禁毒、环境保
护、信息化装备展示、反恐宣传、反
走私宣传等 8 大板块，通过信息化
装备展示、警务技能演练等形式进
行展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
参与，“零距离”体验感受儋州公安
工作和警营生活。

本报记者许光伟
通讯员陈丽艳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李静云）1
月6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案
例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共发布六项制
度集成创新成果。我省法院报送的深化
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创新案例和知识
产权“五合一”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案
例入选。截至目前，我省法院已有11项
制度创新案例被省委深改委发布，体现了
我省法院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提供司
法服务保障的担当。

深化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创新案
例，由省委政法委、海口海事法院牵头，省

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海南海警
局、省司法厅联合推进。该案例在全国率
先建立海事刑事案件类案指定管辖制度，
成立了全国首家海事刑事审判庭，延伸了
海事司法的管辖范围，健全海事审判机构
设置，对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优化营商环
境具有积极意义。

知识产权“五合一”综合管理体制改
革创新案例，由省知识产权局、三亚市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省版权
局、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局、海南自由
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省司法厅、省委编办共同推进。该案
例率先在全国推行专利、商标、版权、地
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五合一”
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一个部门集
中管理、一支队伍综合执法、一个平台统
筹服务的改革目标，有力支撑和服务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种业振兴等重大国家
战略，相关做法被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工业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国家知
识产权局评为典型案例。海南自由贸易
港知识产权法院的相关案例，入选第二
批、第三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典型案例，202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十大案件等。

据了解，本次发布的六项创新案例，
都具有鲜明的制度集成特征，体现了跨
部门、跨领域的协同联动，突出了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多项不同制
度创新成果的高效融合。

下一步，我省法院将继续以制度集
成创新为重点，推动我省法院审判工作
现代化，深化实化已发布的制度创新案
例，高质量服务和保障海南自贸港建
设。

服务保障大局显司法担当
我省法院两项案例入选新一批海南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案例

本报讯（记者王天宇）1月5日下午，省司
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王磊主持召开厅党委会。

会议指出，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
关运作攻坚之年，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具有
重要意义。省司法厅系统要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

作安排上来，准确把握新时代司法行政工
作的历史定位，进一步增强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责任感、使命
感，精心谋划2024年工作目标、工作重点

和创新举措，奋力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和司
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全省政
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海南篇章贡献司法行政力量。

省司法厅召开党委会要求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精心谋划工作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白
阳）记者8日从司法部获悉，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
部日前联合发布《法律援助法实施工
作办法》，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案件办
理过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切实
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

据悉，为更好地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援助法》，保障当事人依法获
得法律援助，为法律援助人员开展工
作提供便利，办法进一步明确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
机关的职责分工，健全协调机制，加强
工作衔接，为规范有序高效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提供制度保障。

办法共30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
细化各部门职责。明确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监管场所在法律
援助案件办理中的工作职责，细化司法
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职责。

二是深化各环节协作。要求法律
援助案件办理环节中，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公安机关和监管场所应履行法
定职责，告知有关当事人有权依法申请
法律援助，向法律援助机构转交法律援
助申请、提供相关文书材料。规范法律
援助机构的指派及函告程序，对法律援
助与司法救助衔接作了专门规定。

三是优化多举措保障。明确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及时
向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告知
变更开庭日期、强制措施或者羁押场所
等重要信息，在法定时限内规范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为法律援助人员会见、阅
卷、了解案情等提供便利，保障法律援
助人员依法履职。强调加强信息化建
设，保障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

四是强化全方位监管。在法律援
助案件办理过程中，要求司法行政机
关通过多种方式监管法律援助服务质
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做好协助配合。此外，明确国家安全
机关、军队保卫部门、中国海警局、监
狱办理刑事案件，适用办法中有关公
安机关的规定。

“两高两部”联合发布
法律援助法实施工作办法

本报讯（记者肖瀚 通讯员谭永
强 吴美 涂立辉）近日，省一中院依
法裁定海南电缆厂破产清算一案终
结。至此，历经5年不懈努力，一宗可
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破产案件在“府院
联动”机制助力下顺利审结。

据了解，海南电缆厂成立于1991
年10月5日。该厂从1998年下半年
开始停产。2007年11月29日，该厂
被列入第二批全国政策性破产企业。
2018年7月24日，省一中院依据海南
电缆厂申请，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

经调查，海南电缆厂自1998年停
产后，因长期无法支付货款、赔偿款、
工资及缴纳社保等，涉及债权人数达
250多人，涉及债权300多笔，申报债
权达6.9亿余元。案件涉及人数众多，
财产状况复杂，债权种类众多，而且涉
及职工工资、职工集资款、集资建房
款、赔偿款等。为此，合议庭充分研判
案件有关风险，多次由分管院领导、庭
长带队，前往地方政府就职工安置及
有关工作进行座谈、调研，并在此基础
上成立了以市政府主管部门主导、律
师参与的“专案管理团”，确保破产清

算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还出现了因送

达难、债权人去世、疫情影响等导致无
法召开二债会，职工社保滞纳金数额大
难以缴交等情况，极大地影响了案件审
理。尤其是后期制定破产分配方案时，
因职工社保滞纳金数额大，海南电缆厂
又无剩余资产可以支付该费用，财政资
金也存在困难无法全部支付，致使破产
分配方案无法确定，案件由此停滞。对
此，省一中院充分依托“府院联动”机
制，在配合政府做好职工安置、维护社
会稳定、债权人思想疏通等工作的同
时，配合当地政府和社保部门进行协
调，通过多种方式与社保部门沟通，最
终商请社保部门依法对海南电缆厂进
入破产程序后的社保滞纳金进行了减
免，为案件圆满审结奠定了基础。

海南电缆厂破产清算案的顺利审
结，是“府院联动”机制的一次成功演
练。该案清理债务人民币6.9亿余元、
美元200余万元、港币900余万元，盘
活资产人民币4000余万元，充分保护
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妥善安置职工
700余人。

省一中院依托“府院联动”机制，顺利审结
海南电缆厂破产清算案

清理债务6.9亿元
安置职工700余人

本报讯（记者黄君 杨希强 通讯
员乔馨）1月5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
法院速裁庭诉前调解团队联合龙华区
滨海街道人民调解会员会，采用“诉前
调解+司法确认”的模式，成功在诉前
化解15宗农民工劳务纠纷案件。

据了解，2023年6月1日至12月
24日，方某某等15人在李某某经营的
海口市龙华区某农贸市场蔬菜区卖场
务工。卖场老板李某某未付方某某等
15人劳务费共计4.8万余元。

今年1月3日，龙华区法院和滨海
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对李某某进
行了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告知其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法律后果以及诚实守
信的重要性。最终，各方达成一致意
见。李某某同意于1月30日前以银行
转账的方式向方某某等15人支付上
述劳务费。1月4日，各方一致同意向
龙华区法院申请司法确认。龙华区法
院迅速作出15份民事裁定书对上述
债务进行司法确认。

诉前调解+司法确认
海口龙华法院化解15宗农民工劳务纠纷案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郝文磊 通
讯员何江娴）近日，钟某某与其丈夫
将一面锦旗送到昌江黎族自治县检察
院，并握着检察官的手表示感谢。

据了解，2019年4月7日，钟某某
外出务工时被符某某醉酒驾驶摩托
车撞伤，其右股骨远端及右胫骨近端
粉碎性开放性骨折，被评定为四级肢
体残疾。钟某某受伤后花费10余万
元。符某某在赔偿部分医药费后，便

无力支付后续医疗费及误工费、残疾
赔偿金等，无法覆盖案件给钟某某造
成的损失。2023年12月15日，钟某
某向昌江检察院申请国家司法救
助。受理救助申请后，承办人积极履
职，认真查阅卷宗，深入钟某某所在
村委会实地走访调查，经审查认为钟
某某属农村困难妇女，符合司法救助
条件，遂依法向钟某某发放司法救助
金8000元。

查阅卷宗 实地调查
昌江检察院司法救助一名因交通事故致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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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惊悚”“敬畏”……在谈及法
医时，大多数人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这样
的词语。大家对法医这一职业的印象，通
常源于电视剧画面或小说情节描写。

其实，真实的法医工作并没有那么多
影视滤镜，也没有自带主角光环。他们并
非单枪匹马、无所不能，更多时候依靠的
是团队智慧；他们也并非永远冷峻严肃，
偶尔也会轻松调侃。

1月4日，法治时报记者走进万宁市
公安局刑侦大队，聆听这群拿着手术刀维
护公平正义的人民警察亲述破案经历。

“80后”法医吴育庆
这份工作一干就是十多年
1月4日上午9时许，解剖台上平放着

一具遗体。

原来，一名男子于当天凌晨2时猝死，
3时许被送到万宁市公安局法医解剖室。

法医吴育庆抵达现场后，熟练地穿上
防护衣，麻利地戴上手套，而后仔细查看
了遗体的眼部、口部、背部等部位，里里外
外检查了起来。

1月初的海南有点微凉，却有细细的汗
珠子从吴育庆的额头密密沁出。一个多小
时的时间里，尸表检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熟练的手法，工作中不放过一丝细
节，这得益于吴育庆从事法医10余年的
沉淀。自2006年起，吴育庆就在万宁市
公安局实习，后来入警参加工作。早些
年，万宁市公安局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有
专业的解剖室，更谈不上专业的解剖台
等设备。

“过去，涉尸现场在哪里，尸体检验就

在哪里。”吴育庆回忆曾经的工作场景。
2007年，万宁警方接到群众报案，称

在黄山村委会的某水库里发现了一具尸
体。接警后，警方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
查。

“我们到现场后，发现这具尸体高度
腐烂，身份无法辨认，死亡时间半个月以
上，且身上有多处刀伤。”回忆起当时的
场景，吴育庆说，尸体不仅散发恶臭，还
有大片的蛆虫蚊蝇在尸体上停留飞舞嗡
嗡作响。

命案尸体必须进行完整的解剖才能
明确死因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没有解剖
室以及一些专业设备，当年民警只能将
尸体打捞上岸后，抬到附近山里进行解
剖检验。

经过法医现场查验，证实死者正是他

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参与“2·28”花梨木连
环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海。

李某海的出现，让一宗连环杀人案脉
络浮出水面。民警们顾不上歇息，又投入
到新一轮的调查工作中。经过一个多月
的努力，震惊全省的“2·28”连环杀人案终
于告破。

十多年的法医经历并非一帆风顺，也
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

2023年12月，一男子在日月湾某酒店
坠楼身亡。万宁市公安局民警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根据现场勘查与尸体检验，结合调
查情况，判定该男子系自杀。

当法医详细给死者家属介绍现场
勘查、尸体检验等情况时，死者家属以
死者手机找不到为由，认为死者是被他
人谋害。 （下转2版）

关注 中国人民警察节
万宁市公安局3名青年法医拿着手术刀冲锋在一线

寻找蛛丝马迹 还原案件真相
■孙新武 本报记者 杨晓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