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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敏） 6月12日，
阳光穿过窗户，洒在一份已经结案的
卷宗上。翻看面前这份100多页的卷
宗，东昌府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
科长杨庆和感慨，行政复议应诉法律
文书电子送达平台启用后，行政复议
应诉办案的效能大幅度提高了。

“有些案件涉及部门多，相关的法
律文书需要一一送达。以前，法律文
书主要依靠邮寄送达、直接送达，受
送达人下落难寻、逃避送达甚至拒收
文书的情况司空见惯。”杨庆和介绍，
去年 6 月份，东昌府区司法局启用行
政复议应诉法律文书电子送达平台
后，只要动动手指，法律文书就可以
实现一键送达，送达成功率达 99%。
今年以来，东昌府区司法局共受理行
政复议应诉案件 388 件，其中电子送
达法律文书368份，占比达94.8%。

行政复议应诉法律文书电子送达
平台启用后，在当事人同意的基础
上，东昌府区司法局优先采用短信等
电子送达方式，将复议应诉法律文书
通知到申请人以及区直部门、乡镇
（街道）工作人员，当事人只需点开手
机接收短信，即可接收、查看、下载相
关法律文书，无需往返领取材料，省

去来回签收文书的麻烦。
电子送达，是最适用于当前人民

群众高效便捷诉讼需求的一种送达方
式。原来直接送达、邮寄送达需要几
小时，甚至几天时间，现在缩短为几
分钟，减少了政府资源消耗的同时也
方便了群众。

东昌府区司法局健全行政复议应
诉法律文书统一送达、反馈和答辩期
限提醒双向闭环工作机制，线上送达
法律文书自动生成送达回证并签章、
线下送达法律文书的回执由邮政公司
扫描上传，实现文书送达信息实时反
馈、送达节点及时回传、送达信息永
久保存。

“我们还建立了电子送达跟踪问
效服务机制、定期回访机制，加强与
当事人的沟通联系，及时解答办理流
程中的疑难问题，精准提升电子送达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该局党组书记、
局长周忠巨说，畅通“全区域”信息渠
道，东昌府区司法局建立了教育、公
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 40 多个部
门和 14 个乡镇（街道）行政复议应诉
数据库，充实完善执法部门负责人
员、详细地址、联系方式、电子邮箱等
基础信息，及时更新并智能确立优先

地址库，实现了送达平台与部门资源
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切实提升了行
政机关依法参与行政复议应诉的能力
和水平。

周忠巨表示，东昌府区司法局在
全市率先推出行政复议应诉法律文书
电子送达平台，实现了行政复议应诉
文书高效、精准投送，提升了政府行
政复议应诉文书送达服务品质，有效

解决了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不规
范、证据保存不便问题，提高了行政
复议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同时，
为行政复议应诉案件办理按下了“加
速键”，切实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不花
钱、免跑腿、多办事、高效率”的法律
服务新模式，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治
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手指一动 文书“秒送”
东昌府区智慧平台巧解文书送达难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杨洋

“看了表演，学到很多法律知识，
原来民法典这么贴近生活！”

“这个民法典小册子很实用，我要
带回去常常翻看。”

……
近期，高唐县以喜闻乐见的方式

向群众传递民法典的“法治声音”，“美
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系列普法活动真
正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
心里。

优化阵地建设
“典”滴提升法治素养

“我就愿意带孩子到民法典主题
广场来，环境好不说，还能让孩子学点
法律知识。”6月10日，高唐县三十里铺
镇大石新村村民孙翠香说。

三十里铺镇民法典主题广场以大
石广场为依托，精心设计民法典回廊，
印刻民法典发展历程等内容，让法典
文化走进乡村，村民在闲暇之余浸润
到法典文化的氛围中，提升法治素养。

高唐县将贴近群众生活的民法典
条文以法治漫画、以案释法等方式进
行宣传，打造各具特色的村居法治文
化阵地。县法治文化广场设有法典展
品、法典长廊、宣传展板、液晶大屏，使
民法典元素得以全方位、多角度展现，
在潜移默化中推动民法典润泽民心。

融合传统文化
“典”燃学法热情

“这事再不能翻那老黄历，民法典
里能说清楚，善意的行为要大力提倡，
鼓励大家互帮互助……”“民事权，人
皆有，始于生，止于死。婚生子，非婚
生，继承权，皆平等……”

一句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民
法典山东快书和普法“三字经”，正在
高唐县推动民法典飞入寻常百姓家。

高唐县注重结合本地实际，以实
用性、践行性、趣味性为特征，通过创
新编排山东快书、老范播报普法打油
诗等方式，运用方言及地方特色，将法
律法规变成了通俗易懂的顺口溜，让
群众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接受法治教
育。

民法典书画笔会、法治葫芦雕塑、
普法麦秆画……在画乡高唐，民俗文
化、乡土文化与法治文化高度融合，有
特色、接地气的法治文化作品比比皆
是，以多样的法治文化精品吸引群众
关注，“典”燃群众的学法热情。

普法方式多样
“典”润群众心田

“线上有奖问答内容设计巧妙、

全面，既有趣味性，又能学到法律法
规，我和朋友每天都会提醒对方答
题。通过答题，我们对民法典都有了
更深的了解，非常有意义。”群众高丽
说。

把民法典宣传教育从线下搬到线
上，高唐县以赛促学，让民法典从百姓
的“指尖”走进百姓心间；还在线上开
展以案释法，融“典”入“点”，对民法典
中的亮点及贴近百姓生活的相关法条
进行全方位解读。

高唐县充分发挥普法志愿者、法
律明白人、法治副校长、普法讲师团、
法律顾问的优势，深入推动民法典进
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
业、进工地，多角度解读物权、合同、婚
姻、侵权责任等和基层群众息息相关
的法治内容，让民法典成为指导社会
生活的“百科全书”。

“典”亮法治之光
——高唐县创新普法形式推动民法典入脑入心

本报讯 （记者 赵艳君） 6 月 12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市
公安局积极构建众防、细防、智防“三
防”体系，有力守护了群众安全。

全市公安机关坚持命案必破、现案
快破、积案多破，扎实开展“打现行、除
枪患、扫黑恶、反诈骗、追逃犯”等系列
专项行动，今年1至4月份，全市共破获
刑事案件1779起，刑拘2935人，抓获各
类网上逃犯424名。全市电诈立案数、
经济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 28.36%、
12.27%；破案数、抓获人员数同比分别
上升316.5%、223.44%，呈现出“两降两
升”的良好态势。

显性用警、屯警街面、动中备勤，持
续开展“零点行动”“三重三见”“三联三
巡”“星空护学”专项行动，充分发挥“聊
城二哥”“东昌大姨”热心市民监督作
用，积极构建众防、细防、智防“三防”体

系。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出动街面巡逻
警力1.55万人次、车辆3800余辆次，其
中，“星空护学”行动日均出动760名警
力，对全市 173 所中学开展安全守护。
聚焦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深入开
展“千路万盏”等十大工程，全市道路交
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2.52%、6.19%。

持续推动一窗、一网、一证、全天
“四个通办”公安政务服务改革，全市
11 个政务服务大厅全部建成“一窗通
办”和24小时“全天通办”窗口。截至
目前，全市11个公安政务服务大厅（分
厅）全部建成“全科窗口”，累计提供各
类服务10.8万余次，网办量超1.2万件
次，有效提升窗口服务质效。服务保障
重大项目建设，建立“项目警官”负责
制，主动排查风险隐患，提供精准化、个
性化监督服务。

聊城

构建“三防”体系 守护群众安全

本报讯 （记者 苑莘） 在全省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检查评议中获得优秀
等次；依法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行为……6月12日，记者从市市场监
管局了解到，目前，我市已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创新活
动营造了良好环境。

我市公检法机关在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方面持续加大力度。据统计，2022
年，市公安局在“昆仑 2022”专项行动
中破获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49
起，有力震慑了制假售假侵权违法犯
罪行为。市检察机关深入推进知识产
权检察统一履职工作，共批准逮捕 13
件 17 人，提起公诉 43 件 77 人，办理民
事支持起诉案件7件，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案件8件，刑事附带公益诉讼案件
3件，持续保持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

行为的高压态势。市法院依法公正高
效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新收各类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854件，审结各类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854件，其中调解撤诉
结案 530 件，调撤率达 62.06%，高效保
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

我市还围绕各行业领域开展了各
类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2022年，市
法院办理版权案件24件，商标、专利、
地理标志行政处罚案件227件，专利行
政裁决36件。聊城海关培塑优势知识
产权保护企业16家。市场监管部门与
司法、仲裁等部门建立健全了诉调对
接、行刑衔接和仲调对接机制，协同办
理相关案件18件。加强知识产权信用
监管，对存在故意侵犯知识产权等行
为的 14 名当事人，列入市场监管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

我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本报讯 （通讯员 邢先进 宋国
毅）“老乡，今年樱桃产量高、价格也
好，千万要增强防范意识。”6月10日，
冠县公安局北陶派出所民警辅警面对
面为果农和客商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防火防盗等安全知识。同时，虚心
听取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为大家
解答各种疑难问题。

连日来，冠县2万多亩大樱桃迎来
上市旺季，针对樱桃市场面广线长、人
员复杂、交易量大的实际情况，东古
城、万善、北陶、清水、兰沃、柳林等樱
桃产区派出所，提前做足做实预防警

务和民生警务，实现警力围绕樱桃转，
服务群众零距离。其间，密集投放警
力，强化巡逻防范，坚持白天“巡逻+宣
传”、夜间“警灯闪烁”、周末“全警全
员”的方式，有效提高见警率，增强果
农、客商的安全感。针对发生的买卖
纠纷案件，坚持以调解为主，第一时间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阶段，尽最大
努力便民利民，提高群众满意度。

冠县公安局民辅警每天穿梭于辖
区樱桃交易市场和樱桃种植田间地
头，给果农和客商们吃上了“定心丸”。

冠县

“警察蓝”守护果农“樱桃红”

本报讯 （记者 王培源） 6 月 11
日，记者从临清市了解到，今年，临清市
坚持集中服务与日常服务相结合，常态
化开展以“公益周五·法护百姓”为主题
的“星期五法治服务日”活动，满足群众
和中小微企业法律需求。4月份以来，
共组织人员和专家团队 65 人，举办活
动 95 次，惠及企业 460 余家、群众 6 万
余人次。

自今年4月份以来，为了更好地营
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为群众提供优
质专业的法律服务，充分发挥法学会职
能作用，临清市法学会谋划推进“星期
五法治服务日”活动。根据群众反映的
问题和需求摸排情况，每周五定期召开
集中法律服务。市委政法委、市法学会
组织人员和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团队下

沉镇街开展工作指导和咨询服务，合理
安排法学会工作站、法律服务团队和具
有法律服务需求的企业、群众参加。在

“星期五法治服务日”的基础上，健全常
态化法治服务机制，明确专门场所、工
作室和工作人员，受理群众诉求，参与
矛盾纠纷调解和案事件受理、处理工
作，更高水平推进法治建设。

“临清市政法单位将立足自身职
能，以‘星期五法治服务日’活动为依
托，坚持集中服务与日常服务相结合，
多层次开展法治服务活动。持续开展
企业‘法治体检’，满足中小微企业法律
需求，切实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营造良
好的法治环境。”临清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孙晓强表示。

临清市

开展“星期五法治服务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希玉 于桂
静）6月9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为3
个困难未成年人家庭发放救助金9万
元，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关爱。

市中级人民法院此次给予救助的
3名未成年人，其本人或者亲属遭遇重
大变故。在了解到3名未成年人的困
难情况后，市中级法院发挥主动救助、
联动救助的积极性，联合上下级法院
对上述困难群体给予救助。该院用最
短的时间将救助金送到未成年人手
中，以解决燃眉之急，使其对生活重拾
希望和信心。

市中级法院一直注重未成年人的

保护和救助工作，把“应救尽救”理念
落到实处，实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最
大化。在司法救助金有限的情况下，
积极推动与上下级法院开展联动救
助，使未成年人获得更多帮扶，改变生
活窘迫的现状，助力其身心康复及顺
利完成学业，做到“好事办好、实事落
实”。

市中级法院将坚持贯彻司法为民
宗旨，继续积极拓展未成年人司法救
助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将司法救助与
未成年人保护统筹融合，形成对未成
年人权利的体系化保障。

市中级法院发放救助金9万元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加速创新，
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呈现新特点，
对知情全面性、沟通零距离、互动
即时性都提出了新要求。

近年来，聊城不断深入推进智
慧司法建设，完善智慧服务，推动
诉讼服务智能化，为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民
之所需，行之所至。用“智慧”解民
忧、顺民意、惠民生，是智慧司法建
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东昌府区
司法局启用的法律文书电子送达
平台，在减少送达成本、提高送达

效率的同时，又保障了当事人合法
权益，为诉讼参与人提供优质高效
的诉讼服务，让当事人从“见面办”
到“指尖办”，真正实现了“让数据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信息化与传统司法相结合，
作用巨大、前景可期。随着全面
深化智慧司法建设的步伐越来越
快，推动信息技术与司法规律深
度融合，必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为建设更
加公正、公平、智能化的司法体系
提供坚实保障。

编 后

6月10日，茌平区杜郎口镇派出所民警和网格员在北街村麦田里向农民宣传防火政策。时值“三夏”麦收时节，茌平区杜郎口镇派出所民警不畏烈日炎
炎，坚守在麦收防火一线，加大巡防频次、宣传力度，为确保全镇6.7万亩小麦丰产丰收和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