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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②）
2019年以来，武冈市人民检察院院共依法

惩治强揽工程、强买强卖、暴力阻工等侵犯民营
企业合法权益的不法分子23人，帮助民营企业
挽回经济损失500多万元。

2015年9月，孙某发现某玻璃厂效益好，便
向该厂负责人提出入股。2016年1月，因生产经
营发生分歧，孙某与玻璃厂签订分伙协议。收取
全部退款后，孙某仍多次向玻璃厂索要“投资款
利息”。遭到拒绝后，孙某纠集十多人将工厂大门
堵住，不准通行。玻璃厂负责人不堪其扰，只得花
钱消灾、息事宁人。办案检察官认真审查案卷后，
依法决定将孙某批准逮捕。

2000年以来，社会闲散人员肖某纠集同伙
多次以暴力手段胁迫煤矿经营者、运输车司机
转让股权、低卖高买，长期把持当地煤矸石、煤
炭市场，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危害当地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2019年1月，武冈市人民检察院以组
织、领导、参与黑社会组织性质罪对肖某等19人提起公诉。
2019年4月、5月，又先后以非法采矿等罪名对5名团伙成
员进行追捕、追诉。后经法院审理，肖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8
年，其他团伙成员均被判处4年至15年不等的刑罚。

用好“定风丹”，让民营企业安心经营

“法治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定风丹’。”在“护航民企
发展”检察开放日活动中，武冈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的
这句话，道出了众多企业家的心声。

2019年6月，一起内部员工涉嫌侵占民营企业财物的案
件移送该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介绍，由于此类行为持续
时间长、涉案金额高，往往给民营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2019年，该院共依法办理此类案件4件5人，为民营企业安
心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2019年3月，公安机关接到举报，某房地产商纠集多人
以收账为名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因在该房地产公司有投资，
某连锁超市法人代表吕某也牵涉其中。随后，办案干警了解
到，吕某被羁押后，超市员工人心惶惶，业务量大幅下降。

眼看着这家每年纳税上百万元，吸纳600人就业的大型
连锁超市陷入困境，办案检察官经过慎重考虑，依法作出对
吕某不批捕的决定。目前，该连锁超市的经营已回归正轨。

2019年来，武冈市人民检察院通过立案监督、羁押必要
性审查等方式，对民营企业家依法不批捕、不起诉5人，提出
变更强制措施建议9人，有力推动了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升级“防火墙”，让民营企业专心创业

2017年3月，犯罪嫌疑人刘某在提供餐具消毒服务时，
多次将其他餐饮店的消毒费用虚加给某酒店，非法侵占30
多万元。

在依法提起公诉的同时，武冈市人民检察院为该酒店
提供了司法帮助。“建议完善物资采购管理制度，加强入库
监管。特别是要对重点岗位人员进行法治教育，从源头上增
强企业自身的免疫力……”这份检察建议的字里行间，满载
着检察机关帮助民营企业堵塞管理漏洞升级“防火墙”，预
防犯罪侵害的法治情怀。

记者了解到，为最大限度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活力，武
冈市人民检察院坚持办案考虑发展、执法促进发展的行动自
觉，探索出台“除虫护花”“依法容错”等措施，为助力民营企业
健康发展交出了一份合格的检察监督“答卷”。他们在依法惩
治犯罪的同时，精准把握办理涉企案件的尺度、力度与温度，
努力让守法的民营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

（上接1版①）力量构成为“3+X”模式，即以
公安交警、人民法院、司法机关为基础，联
动民政、乡镇街道、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
等部门单位。每天至少有3位工作人员在调
解室全时段接待群众，其中专职调解员 2
人、法律工作者1人。

这样，交警大队和调解委员会在事故
处理链条上各有侧重。北塔交警大队主要
承担交通事故的勘查和责任认定，后续问
题由调解委员会“一站式”解决。调解委员
会在组织、人员、制度的保证下，实现了“人
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法院审理，保
险理保”的相互衔接，为人民群众解难纾
困。当事人在一个部门就可以走完交通事
故调解处理的所有流程，“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地”，既缓解了交警大队事故处理的
压力，也解决了当事人东奔西跑之苦。

服务群众“零距离”

走进调解委员会办公室，墙上“调解纠
纷用真情，化解矛盾促和谐，人民调解为人
民”三句话十分醒目。刚调处好交通事故的
市民刘先生感慨地说：“我这个案子从责任
认定到调解结案，在交警队大院里就完成
了，非常方便。”目前，通过调解委员会办理
的轻微财产损失案件，一般只需半天时间，
最短不到一个小时。案件复杂的伤人案件
的办理时间，也大大缩短。

调解委员会对交通事故的调解是公益
性的、免费的，对群众的需求做到“应接尽

接、应调尽调、应办尽办、应解尽解”。在案
件办理环节，调解委员会突出一个“快”字，
即“快立、快审、快结”。在自愿平等的基础
上，根据案件类型，一般性案件，引导群众
通过调解解决矛盾纠纷；对于在短时间内
难以调解或赔偿有困难的案件，当事人在
调解室直接申请立案，通过诉讼等法律手
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疑难案件，调解
委员会积极与其他单位联系，提供解决渠
道；对经济困难家庭的受害人免费提供法
律援助；事故案件办结后，做到事了、人和，
为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架起了赔偿处理全
方位便捷通道。

找调解委员会帮助解决问题也十分简
单。当事人只要书面申请，调解委员会就能现
场受理，并通过提前预约、就地调解、依法速
裁等方式调解、审理案件。事故调解，就找“调
委会”，已成为事故当事人的第一反应。

注重方法巧服务

“邵阳城区人流量和车流量较大，财损
案件较多，且当事双方没有前期积怨，都想
尽快解决。这类案件通过调解，既方便了群
众，又促进了社会和谐。”北塔交警大队副
大队长戴志军说。

“交通事故案件，往往当事人来的时候
很生气，为了平息双方的怒火，找到双方矛
盾的解决点，我们先倾听他们的诉说，自己
充当一个‘解气包’。等他们把怨气发泄完
了，我们再找准机会调解。”调解员肖品祥

说。调解委员会坚持群众第一，不怕辛劳，
调解室一天调解处理的案件多则十多起，
一天下来口干舌燥，但大家从无怨言。

既做好调解，又搞好法律宣传。有些群
众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对事故的责任认
定和处理不理解，因赔偿问题双方扯皮。民
警和调解员用耐心和细心，既从法的角度
详细阐明事故双方各自的过错和相应的责
任，又从情的角度耐心调解。精诚所至，金
石为开，一桩桩调解赔偿协议顺利达成。

调解委员会还根据案件类型，把容易
引发纠纷和冲突的交通事故案件及早纳入
调解程序，前期主动参与、主动协调、主动
配合、主动作为，对案件进行一案一人跟踪
服务，提高办案效率。今年疫情期间，调解
委员会采取了网络视频电话的方法调解案
件，破解疫情给交通事故处理带来的不便。

倾注真情显担当

对困难群众、留守老人遭遇的交通事
故的处理，调解委员会走出办公室，主动出
击，上门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

70多岁的空巢老人李女士，子女都在
外地务工。去年9月，她在一起交通事故中
受伤，医疗费用不能及时到位，十分着急。
调解委员会主动上门了解李女士伤情，想
方设法帮她打通治疗障碍。民警多次前往
医院、社区帮她办理结算、转院等事项，协
调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及时支付医疗和生
活费用。今年3月24日，李女士伤愈出院，
并得到了应有赔偿。有感于民警和调解委
员会半年来的努力，李女士给戴志军发来
短信：“感谢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时刻把
老百姓放在心坎上！祝好人一生平安！”

用 服 务 书 写 担 当

靠法治护航发展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团结
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际
社会在抗击艾滋病、埃博拉、禽流感、甲型
H1N1 流感等重大疫情中取得的重要经
验，是各国人民合力抗疫形成的广泛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6 月2 日主持召开的
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指出，这次疫情发生以
来，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履
行国际义务，密切同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
国家的友好合作，主动同国际社会分享疫
情和病毒信息、抗疫经验做法，向100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和技
术援助，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总书记
强调，我们要继续履行国际义务，发挥全球
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作用，共同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
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经过艰苦卓绝
努力，付出巨大代价，承受重大牺牲，中国
有力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维护了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始终本着公开、
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
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
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
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
提供支持和帮助。截至5月下旬，中国已向
将近 150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紧
急援助；向24个有紧急需求的国家派遣了

26 支医疗专家组，为 170 多个国家举办了
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还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开足马力生产紧缺的医疗物资和
设备，仅口罩和防护服就分别向世界出口
了568亿只和2.5亿件。这是新中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紧急人道行动，国际
人士指出，中国在这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高度
的国际责任感，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赞扬。

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
灾难的斗争史。正是一次次齐心协力、携
手合作，人类社会才一次次战胜重大疫
情。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国际
社会没有退缩，各国人民勇敢抗疫，守望
相助、风雨同舟，汇聚起同疫情斗争的国
际合力。实践告诉我们，面对疫情，各国应
超越地域种族、历史文化乃至社会制度的
不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维
护人类共同家园。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
分种族。政治操弄只会给病毒以可乘之
机，以邻为壑只能被病毒各个击破，无视
科学只会让病毒乘虚而入。面对这一全人
类的共同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
善其身，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
结和合作。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
当前形势下，加强国际团结和多边主义对
全球抗击疫情至关重要。只有全面加强国
际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才能赢得这场
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斗争的最终胜利。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
类立足当前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着眼长远
应对各种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根本大
计。现在，疫情还在蔓延，防控仍需努力。国
际社会当务之急是全力搞好疫情防控，尽
快遏制疫情在全球蔓延态势，尽力阻止疫
情跨境传播；发挥世卫组织领导作用，形成
支持世卫组织就是支持国际抗疫合作、支
持挽救生命的共识；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
帮助他们筑牢防线；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恢复经济
社会发展，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中
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决落实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
频会议开幕式上宣布的中国推进全球抗疫
合作五大举措，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人类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在
病毒肆虐的今天，团结合作战胜疫情是世
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共同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
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才
能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人民日报
6月7日评论员文章）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