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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自贸港法治建设同行 |

强化党内监督是为了保证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化国家监察是为了
保证国家机器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强化群众监督是为了保证权力来自人民、
服务人民。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
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2016年1月1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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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基层走
“有这根水泥柱作为分界桩，大家各

种各的树，现在没什么矛盾啦！”7月5日，
屯昌县人民检察院枫木检察室干警在枫
木镇大葵村委会回访时，曾因土地界限产
生纠纷的村民表示，目前两家人已相安无
事，双方都正常开展生产生活，矛盾纠纷
得到彻底化解。这是枫木检察室近日成
功化解的一起土地纠纷取得的效果。

据介绍，派驻检察室是延伸法律监
督触角、服务基层群众、促进基层和谐
稳定的重要载体。屯昌县人民检察院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发挥派驻检察
室作用，深化检察职能，把“延伸法律监
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的目标落到实
处。其中，枫木检察室立足依法能动履
职，用心办好群众身边事，有效化解多
起矛盾纠纷，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社

会效果。

及时了解掌握社情民意

派驻检察室植根于基层，具有“贴近
群众”的天然优势，及时了解和掌握社情
民意、群众诉求。

当前，摆在农村基层干部眼前最头痛
的问题是农村土地纠纷问题，这也是困扰
农村、难以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对此，
枫木检察室从普法宣传、大力开展化解土
地纠纷等方面，努力消除因土地纠纷问题
引起的社会隐患，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
状态。

“今年2月中旬，我们接到枫木镇大葵
村委会一名群众反映，称他与同村另一名
村民地界不清，对方砍掉他3株已经结果
的槟榔树，两家人因此发生纠纷。为此，

他们两家多次向镇、村委会和有关部门反
映，经多次协商后仍没有得到解决。”枫木
检察室主任吴清介绍，接到群众反映的情
况后，枫木检察室立即派干警前往现场进
行实地走访、调查。

检察室干警了解到，两家人长期在加
登窟林地种植橡胶、槟榔等经济作物，双
方原本关系很好，后来由于相邻地界的植
物生长变化，造成地界不清，引发纠纷。

了解情况后，枫木检察室干警联合枫

木司法所工作人员、村委会干部形成合
力，多次上门对当事人及家属做思想工
作。通过大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释法
说理，双方都表示愿意作出让步，同意进
行协调解决。

在枫木检察室干警、枫木司法所工作
人员、村委会干部的主持下，双方一起前
往加登窟林地进行现场协调解决，双方达
成协议，均保证不再为地界问题发生争
吵，矛盾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调解纠纷上门释法说理

“他狮子大开口，160丛甘蔗苗而已，跟

我要1.2万元。我肯定不能给他。”近日，枫

木检察室接到南坤镇吕狗村委会王实儒

（化名）反映，称他的黄牛由于放养失管跑

到同村马军（化名）家的果园里啃吃了160

丛甘蔗苗，马军向他家索赔1.2万元。他和

家人认为马军索赔数额过大，双方因为此

事多次发生争吵。 （下转3版）

屯昌检察院枫木检察室干警用心办好群众身边事解决“老大难”

“小支点”撬动基层治理“大能量”
■本报记者 王巍 蒙职宇

枫木检察室干警调解矛盾纠纷。（枫木检察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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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王 天 宇）7 月 1 日至
5 日，省司法厅举办全省行政执法协
调监督能力提升培训班，对行政执法
协调监督体系、新行政复议法等进行
解读，对 315 宗执法案卷进行集中评
查。

培训班要求，要提高站位，切实增
强建设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的

责任自觉，确保 2024 年底基本建成省
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比较完善的行政
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要突出重点，
认真履行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职能，积极
探索创新，逐步形成多点开花、各有侧
重的执法监督格局，督促行政执法机关
依法履职。要服从管理，通过培训切实
提升监督能力，推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工作开创新局面。
此次培训邀请了省检察院、省市场

监管局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对执法监督
相关制度和常见执法问题作专题讲授，
安排了省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省司法
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各处相关负责人对
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新行政复议法
等进行解读。培训班还结合省纪委监

委 2024 年优化营商环境清障护航专项
行动方案关于开展执法案件评查的工
作要求，对各市县2023年度市场监管、
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 315宗
执法案卷进行集中评查。

全省各市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
督科室负责人、业务骨干，部分司法所
所长、业务骨干共计45人参加培训。

省司法厅举办全省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能力提升培训班

集中评查315宗执法案卷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 通讯员周克
和 吴昊）今年7月10日，是中国海警局
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开通运行5周
年。5年来，海南海警局有效接处警4800
余起，查办行政案件2141起，侦破刑事案
件558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698人

次，化解矛盾纠纷275起，救助船舶67艘
次、群众537人次。

据了解，平台开通运行以来，该局
聚焦“近海高效执法”目标要求，遵循依
法管理、综合治理、规范高效、公正文明
的原则，优化调整“一点报警、全网反

应、直达末端”的接处警模式，形成辖区
海域“7×24”网格化全时值守，近岸站
（队）基础防控、12 海里摩托艇快速查
控、24 海里百吨艇巡逻管控的管理态
势，实现对海上警情全时受理、快速出
警、精准打击。5 年来，从几部电话到

多元化指挥信息系统，从几名临时接警
员到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接处警队伍，
海南海警局 95110 海上报警服务平台
规范化、信息化、专业化建设取得了长
足进步，“海上有警情，拨打 95110”观
念深入人心。

海南海警局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实现海上警情全时受理

5年侦破刑事案件558起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7月
10日发布首批查明和适用域外法典型
案例，增强对相关司法解释的全面准
确理解。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5
件，涉及公司出资、买卖合同、担保合
同、多式联运合同、工程监理合同等常
见涉外民商事案件类型，具有很强的代
表性，对于丰富域外法查明实践、明晰
域外法查明规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明确域外法查明的责任主
体。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域外法的
情况下，人民法院是查明域外法的责任
主体。人民法院应当本着积极主动的
态度，努力查明域外法律，不得将应由
法院查明的责任转为由当事人提供，也
不得简单认定域外法不能查明转而适
用中国法律。

——运用丰富多元的查明途径。
一般而言，作为手段的查明途径应当是
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原则上只要有利
于域外法律查明的合理途径均可加以
利用，以保障准确适用域外法解决当事

人争议。
——保障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的

权利。准据法是解决当事人争议的规
范依据，事关当事人权利义务如何分
配。当准据法为域外法时，不论该法律
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获取还是当事人提
供，相关域外法律材料均应在法庭上出
示，由当事人充分辩论、发表意见。

——提高查明域外法的效率和准
确性。长期以来，域外法查明周期长、
查明准确率低是制约涉外民商事审判
质效的难题之一。为提高查明域外法
律的效率，避免重复劳动，人民法院可
以通过庭前会议等方式与当事人商定
需查明的域外法律范围。

最高法介绍，这些典型案例彰显
了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公正与效率”工
作主题，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
益，准确查明、依法适用域外法的鲜明
立场，对于持续营造我国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我国司
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
义。 （记者罗沙、冯家顺）

最高法发布首批查明和
适用域外法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海口市知
识产权局近日成功调解一宗知识产权
专利侵权纠纷。调解员明确争议焦
点，抓住症结，提出解决方案供双方参
考，促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今年5月，郭某来到海口市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行政裁决立案窗口，称吴
某专利侵权，申请行政裁决。

原来，两家是同行，都经营粘鼠板
产品。郭某注册了粘鼠板产品的外观
设计专利，并生产销售该产品。因发现
吴某生产的粘鼠板与自家产品的图案
类似，郭某认为吴某侵犯了外观设计专
利，要求停止销售。吴某则认为，自家
产品原图案只是与郭某的产品类似，不
存在故意侵权，况且他们已生产了近
20吨半成品，全部报废损失太大。

经研究，海口市知识产权局工作
人员认为，该专利纠纷采用调解的方
式效率更高，既能有效减轻当事人的

时间成本，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保障
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在充分评估请求
人的合法权益和被请求人的成本后，
调解员明确争议焦点，抓住症结，提出
解决方案供双方参考。

经过调解员近一个月的调解与沟
通，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郭某给予
吴某一定的宽限期，吴某对产品进行
整改。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
后进行司法确认。

记者了解到，今年2月，海口市知
识产权局设立全省首个知识产权行政
裁决立案服务窗口，拓宽行政调解案
件接收渠道。海口市知识产权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行政调解+司法确
认”化解纠纷，既充分保障了知识产权
行政执法的快捷性，又强化了知识产
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知识产权的“全链
条”保护。

行政调解+司法确认
海口市知识产权局成功调解一宗专利侵权纠纷

本报讯（记者董林）东方市公安局
三家派出所近日成功调解一起长达11
年的纠纷，双方就赔偿协议达成一致
并当场履行。

4月3日，三家派出所值班民警接
到辖区某村村民赵某波报警，称村民
赵某亮到其家中闹事。接到警情后，
民警立马赶到报警人家中，在单独向
双方了解情况后，民警敏锐地意识到
这是积年累月的矛盾冲突，纠纷背后
还有赔偿金问题。为避免双方矛盾再
次升级，民警安抚双方当事人应理性
思考问题。

原来在2013年，受台风影响，赵

某亮的妻子符某芳被赵某波家倒塌
的围墙砸伤，成了植物人。经法院
判决，赵某波存在过错，应赔偿符某
芳 20 余万元。本以为此事就此结
束，然而赵某波对判决结果不满，认
定此事是不可避免的天灾，不履行法
院的判决。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两家
的积怨越来越深。

民警在接警后3个月内多次与双
方当事人及家人面对面或电话沟通，
还联合村委会上门听诉求、访邻里、察
实地，摸清双方矛盾的症结所在。7月
4日，在派出所联合多部门调解下，双
方就赔偿协议达成一致并当场履行。

东方市公安局三家派出所调解一起11年纠纷

双方达成协议当场履行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 通讯
员郭贵友）7月10日上午，省检二分院联
合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在白马井镇中心渔
港举行海洋增殖放流活动，向附近海域
投放鲳鲹鱼苗27万余尾、军曹鱼苗16万
余尾，促进该地区海洋生态得到修复和
养护。这是省检二分院办理的两起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取得的具体成效，该院派
员参与此次增殖放流活动并全程监督。

2023年 2月15日，黄某某和李某某
分别驾驶渔船从广西附近海域出发，在
海南省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内使用
禁用工具共同实施双船拖网作业，捕捞
渔获物2万多公斤。2023年 5月 15日，
正值南海海域休渔期，王某某驾驶渔船
从临高出发，向儋州方向航行，在北部湾
海域内使用灯光罩网实施捕捞作业，捕
捞渔获物1216.50公斤。经鉴定，两案捕

捞作业所使用的渔网最小网目尺寸分别
为26mm、15mm、20mm，均小于国家规
定的标准。黄某某和李某某非法捕捞行
为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修复费用为44万
余元，王某某非法捕捞行为造成的海洋
生态损害修复费用为14万余元。省检二
分院将两案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被告通过增殖放
流方式修复海洋生态环境，或连带承担

修复费用。
庭审期间，黄某某和李某某与公益

诉讼起诉人省检二分院达成调解协议，
同意以 44万余元标准等值实施增殖放
流。另一案，法院也判决支持公益诉讼
起诉人的全部诉求。两案判决生效后，3
名被告人主动委托有关单位制定增殖放
流方案，出资购买了鱼苗，实施生态修
复。

省检二分院办理两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取得成效，举行海洋增殖放流活动

投放鱼苗43万余尾修复海洋生态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王

悦阳 张辛欣）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
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10日召开国际
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工作座谈会，向中
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颁发许
可，批复在广西南宁、山东青岛、云南
昆明、海南海口设立国际通信业务出
入口局。

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作为联通
全球网络的国际通信枢纽，是我国对

外交流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工业和
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示，以新设国
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为契机，拓宽对
外互联通道，做好国际通信发展、监
管、安全各项工作，巩固提升信息通信
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支撑电信业
务开放、跨境数据流动、国际数字贸易
等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
合，积极服务地方外资引进和企业国
际化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向新设立的国际通信业务
出入口局颁发许可

海南海口获批设立
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