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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两会·热议

郑金都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利用大

数据打造“智慧法院”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和浙

江作为互联网大省的地位完全匹配，一是有了

中国乃至世界首家互联网法院；二是网上立

案、网上法庭、司法网拍、文书上网等整个司法

流程网络化。

目前大家反映比较多的难题就是“执行

难”，这需要多方配合才能加快解决步伐。在

便民诉讼上，尤其是小额纠纷诉讼方面，可以

学学国外所谓“开关门法庭”的做法，在时间、

程序等方面都有可借鉴的地方。

而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报告中，郑金

都比较关心公益诉讼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

这也是浙江检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地方。尤

其是公益诉讼如环保公益诉讼方面，可谓人

人关心，因为涉及大家的切身利益，检察机关

通过诉前检察建议使很多环保问题得以解

决，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他也提出，现

在出现了不少新型案件，包括经济类、互联网

类，相关从业人员应该加大专业知识的学习，

从而对案件有全面的把握和判断。

法治浙江的建设，离不开公检法队伍的

建设。郑金都的提案，就与此有关。

作为公安厅的法律顾问和行风监督员，

郑金都说，浙江目前有正式公安民警七万余

人，而辅警有 11.8 万人，建议以地方立法形

式制定《浙江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并对立

法内容提出了具体建议，希望能以立法形式

明确辅警的法律地位及职责权限，制定辅警

配置的统一标准，规范辅警的招聘条件和程

序，加强辅警的监督管理，加深辅警职业认

同，强化辅警的职业保障及待遇水平。

郑金都说，地方相关立法已有先例，比如

深圳市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警务辅助人员

条例》，其亮点在于明确了辅警身份为“公安

机关非人民警察身份的工作人员”，明确辅警

参与警务工作的权限，提高对辅警文化程度

要求、细化招聘程序及培训管理，提高辅警薪

酬待遇及明确社会保险缴纳、奖励抚恤等保

障事项等，并以法规形式加以确认。郑金都

认为，浙江完全可以借鉴。

本报记者 杨茜 文/摄

要以立法形式明确
辅警的法律地位及职责权限

浙江司法在全国
做了许多创新之举

“像法院，浙江设立了全球首家互联网法

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国内外引发关注

和强烈反响；在检察系统，浙江也推出了一系

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如绿色司法、服务非公

经济、开展公益诉讼等。”王盛说。

报告中，王盛特别留意了“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这块的内容，“这几年，浙江不断加大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力度，浙江检察机关的涉法

未成年人观护工作也走在全国前列。”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浙江检察机关依法

对涉罪未成年人不批捕 765 人，不起诉 1173

人，附条件不起诉478人。

“浙江检察机关在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

的司法保护方面，也做了很多探索，比如宁波

鄞州区在全国率先探索未成年被害人‘一站

式’询问机制，减少办案带来的二次伤害，在

湖州南浔、台州路桥等地专门设立未检工作

室，把司法服务落在人民群众期盼之处。”王

盛说，2016 年台州路桥区检察院首次发布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白皮书(2013-2015)”，

这是我省基层检察院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

对外发布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以及未成年人刑

事检察工作现状。

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很多老百姓关心的司法公正实现得如

何、司法改革的成效如何等问题，王盛说在这

次的两院报告中都一一有了体现。

“有组数据印象特别深，在过去一年，浙

江检察机关通过加强对民事行政生效裁判的

监督，提出抗诉 205 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92 件，法院已再审 188 件，改判 138 件，抗诉

再审数、改判数居全国第一。”在王盛看来，这

组数据的背后，其实凝结了对司法公正的不

懈追求，增加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

感。

王盛说，要做到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法

律监督工作必不可少。“像对待重大冤错命

案，提出改判无罪的监督意见，冤错命案得到

纠正，彰显了检察机关有错必究的法治担

当。”

让王盛感到自豪的是，他的名字也被写

入了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他曾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官”荣

誉称号，被浙江省委授予“浙江省优秀共产党

员”荣誉称号。

“对我来说，是激励，也是一种责任。”王

盛说，这次两院报告也将吹响浙江司法机关

再出发的号角，作为一名检察官，他也将一如

既往做好本职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 蓝震 文/摄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会场认真聆听了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后，

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

报告政治站位高、大局观念

强、司法理念优、工作成果

实。”

昨天傍晚，刚回到驻地

宾馆，省人大代表、台州市检

察院副检察长王盛就和钱报

记者分享起了他的听会心

得。王盛说，过去五年，尤其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浙江司

法机关在全国都做了许多创

新之举，提供了不少浙江智

慧和实践。

吴伟进认为，这些年来，杭州的城市品位

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成本也在不断

增加。

对于不少低收入群体来说，为了节省开

支，他们不得不住到房价较低的偏远地区，因

此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他们在城市里

工作劳动，却享受不到城市发展带来的文明

和便利。

“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由各个工种的人

群有机组合在一起。在城市里打工就业的

人,并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房子。哪怕是高

学历人才，也不一定在工作之初就能解决住

房问题，所以，要重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空间

规划和保留。”吴伟进说。

吴伟进建议，可以参照新加坡的“公共组

屋”、中国香港的“香港公屋”的概念，在我们

的城市规划中增加一个专项“蓝领社区”和

“蓝领公寓”的规划。

吴伟进还提出了更细化的想法，比如通

过测算需求规模,在城中村改造中多规划设

计一些单间、小双间户型。

“单间的房子可以不设单独厨房,而设计

公共厨房,通过智能卡来用水用气，每套蓝领

公寓面积控制在 25-45 平方米左右，月租金

控制在1000-1500元左右，蓝领社区底层还

可以配置公共食堂、低廉餐饮、娱乐、购物等

设施。房子虽小，但配套全，装修精，可以成

为过去城中村农居房的升级版。而且政府对

此类社区和公寓,在供水供电上还可以给予

优惠价格。同时，设计配套幼儿园和小学,让

低收入人群也可以生活得幸福有尊严。”

吴伟进还建议，今后，政府规定在城市里

新建住宅区统一配建 10%左右的“蓝领公

寓”成为一种常态，廉价出租给低收入人群和

刚工作的人群,由物价局统一制定房租价格,

甚至这些房子的产权处置可以由房管局以经

济适用房的价格回购，让“蓝领公寓”真正成

为城市关怀低收入人群的价廉公屋。

本报记者 詹程开 文/摄

在城市蓝图中，增加专项“蓝领公寓”规划
让低收入人群生活得幸福有尊严

在今年的省两会上，省

人大代表、杭州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总

师办主任吴伟进提出了关于

“重视低收入人群生活空间

规划建设”的建议。

“听了一下午的两院报

告，挺受启发。看到了很多

亮点，感觉咱们浙江的司法

一直与时俱进。”省政协委

员、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浙

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主任郑金

都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