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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廖冬云报
道：近日，一批志愿者在玛纳
斯县玛纳斯镇和凉州户镇义
务植树、刷树。与其他志愿者
不同的是，其中两名志愿者还
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们是涉
嫌危险驾驶罪、因犯罪情节轻
微、自愿认罪认罚，拟被玛纳
斯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不
起诉的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为进一步深化
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协作
配合，深入贯彻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玛纳斯县人民检
察院积极探索推行“不起
诉+社会服务考察”机制，让
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
人自愿接受考察，参与社会
公益服务。

2022 年 6 月 至 8 月 期
间，犯罪嫌疑人梅某、王某分
别与朋友在玛纳斯县两家餐
饮店吃饭，饮酒后各自驾驶
车辆行驶途中被交警查获，
并如实供述各自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犯罪事实。经鉴定，
梅某、王某二人血液中酒精
含量分别为 109mg/100ml、
99mg/100ml。玛纳斯县人
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
认为，梅某、王某的行为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三十
七条及相关规定，构成危险
驾驶罪。鉴于二人均具有坦
白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且
不具有最高法、最高检、公安
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
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的从
重处罚情节，符合相对不起
诉条件。

为进一步全面考察梅
某、王某认罪悔罪的真诚度、
自愿性，检察官对二人分别
启用“社会服务考察”机制，
二人自愿接受并签署《认罪
认罚具结书》，并由所在乡镇
安排在社区参加6小时的社
会服务。后玛纳斯县人民检
察院收到乡镇反馈的《社会
服务表现情况证明》后，经公
开听证，参与听证人员一致
认为二人犯罪情节轻微、危
害性不大且认罪悔罪态度较
好，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服务
修复了受损社会关系。最
终，该院依法向二人公开宣
布不起诉决定。

据介绍，玛纳斯县人民
检察院试行“不起诉+社会
服务考察”机制，是深耕“不
起诉+”办案模式的一次有
益尝试。让当事人在公益服
务中反思，及时修复社会关
系，增强社会责任感。同时，
也对其本人及周围人进行必
要的警示教育，便于检察机
关综合考量犯罪嫌疑人认罪
悔罪的真诚度、自愿性，公正
客观作出处理决定。

“民事起诉状怎么写？”“老板欠薪怎
么 维 权 ？”“ 邻 里 发 生 纠 纷 找 谁 讨 说
法？”……6月12日，“和合昌吉”法务中心
正式启动运行，这些困扰群众的问题，在

“和合昌吉”法务中心都能迎刃而解。“和
合昌吉”法务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州建
立起了“一站式”法务服务模式。

何为“一站式”法务服务？简单而言：
只进一扇门，办成多件事。各类法务、纠
纷受理窗口和涉法服务机构的联动，催生

“一站式”咨询和办理。

做群众身边的“法律顾问”

位于昌吉市石河子路的“和合昌吉”
法务中心总面积1500平方米，设有法治综
合服务区、法治诉讼服务区、法治营商+文
化服务区三大区域，昌吉州、昌吉市人民
法院调解、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矛盾
纠纷调处、人民信访受理五大中心，还有
自治区级知名法官、律师、公证等诸多优
质法务资源在此集聚。

8月10日，记者走进“和合昌吉”法务
中心一楼服务大厅看到，法律援助、法律
咨询、公证服务、人民调解、司法鉴定……
20个法务专业服务窗口面向大众开放，困
扰群众的法律难题在这里就能找到解决
的“出口”。

“受理窗口主要依法受理和调处辖区
各类矛盾纠纷，统筹协调昌吉市各级各类
矛盾纠纷调处、督办，从源头上化解矛盾
纠纷。”“和合昌吉”法务中心负责人马红
军说。

据介绍，“和合昌吉”法务中心是聚集
公共法律服务、法治文化宣传、便民利民
服务、矛盾纠纷调处、法治教育培训、法治
理论研讨、智慧法务的服务平台，群众矛
盾纠纷在这里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
处、全链条解决。

“只用了2小时，一场长达3年的纠纷
被成功化解了。”采访中，昌吉市民李女士
感慨地说，2021 年，她的孙子在昌吉市人
民公园游乐场游玩时受伤骨折，经昌吉市
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协调，娱乐场所经营者
冯某赔偿李女士2000元的医药费等。

李女士说：“我的小孙子当时只有 4
岁，骨折非常受罪，治疗就用了3个月，花
费医疗费1288元。在这期间，孩子要人全
天照顾，还要加强营养补充，我向冯某提
出追加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赔偿金4
万元，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无奈之下，今年7月21日，李女士一纸
诉状将冯某和昌吉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起诉到昌吉市人民法院。

“这个案件转到‘和合昌吉’法务中心
后，我为双方当事人现场释法析理，按照
主次责任对赔偿款进行了‘三七’责任划
分。最终，冯某现场赔偿李女士8500元现
金，两人握手言和。”昌吉市人民法院行政
争议调解中心法官吴莉莉说。

法律服务热线温暖在线

今年6月，昌吉州、昌吉市人民法院调
解中心“组团”报到，在“和合昌吉”法务中
心设立了行政争议、道交一体化平台、知
识产权保护等特色调解室，开展州市两级
人民法院诉前委派案件的司法确认和司
法调解工作。

“法务中心目前已汇聚昌吉州人民法
院、昌吉市人民法院、昌吉州律师协会、昌
吉市法律援助中心、昌吉市司法局、昌吉
市法学会6个法务机构，为企业和群众提
供‘一站式’法务服务。”马红军说。

在“和合昌吉”法务中心接待大厅法

律援助中心，黄玉霞和李素文正聊得热
络。一个是外来务工人员，一个是法律援
助中心主任。两人最初的缘分来自一根

“温暖”的热线——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
线电话。

别看黄玉霞现在有说有笑，就在两天
前，她还闷闷不乐。“我给一家编织袋厂工
作了6年，从2019年起老板郭某就开始拖
欠工资，我再三讨要还有 1.6 万元工资没
发。”走投无路时，黄玉霞打通了12348 公
共法律服务热线电话求助。

“不光是12348，还有昌吉市司法热线
0994—2519520，都连接进了‘和合昌吉’法
务中心法律援助窗口，由窗口调解员为群
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李素文说。

短短一天时间，经过“和合昌吉”法务
中心调解员刘英明的调解，最终郭某承诺
8 月底支付欠薪。“谢谢你们帮我伸张正
义！”当日，黄玉霞为“和合昌吉”法务中心
送来一面锦旗表达谢意。

优质法律服务线上线下触手可及

在接待大厅，刘英明所在的人民调解
窗口“人气”最高，设立两个月以来，共接
待群众近百人次，成功调解纠纷60余起。

66 岁的刘英明是一名退休法官，自
“和合昌吉”法务中心成立以来，他“坐诊”
盖碗茶调解室，为民“把脉开方”，调解
矛盾纠纷。刘英明说，调解室就是为了切
实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简、快、好、省的多元司法诉求。

和刘英明一样，“和合昌吉”法务中心
有8名法务志愿者，群众都说：“他们有热
情、有责任心，让我们很暖心。”

“你好，有个职工投保的问题想请教
你。”在“和合昌吉”法务中心接待大厅，昌
吉市民杨女士在李素文的帮助下，通过公
共法律服务终端一体机向某位律师咨询
相关法律问题。

申请法律服务，无须四处跑腿，公共
法律服务终端一体机综合布设法律援助、
公证服务、司法鉴定、人民调解四大模块，
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的标准化、精准化、便
捷化。

针对法律文书、法律法规、赔偿计算
与诉讼费等方面常见的法律问题，群众可
通过触摸屏完成相应选项提示，多渠道解

决诉求。
记者留意到，“和合昌吉”法务中心接

待大厅窗口柜台上，放着吉速办、网上信
访、中国法网、新疆法网等网站二维码，公
共法律服务线上线下深度共融互通。

运行两个月，“和合昌吉”法务中心共
接待群众近3000人次，共办理各类公共法
律服务事项139件，调解纠纷500多起。

“今后，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结合依法治市规划要求，依托法
务中心建设，优化矛盾纠纷调处模式，高
质量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筑牢基层治理基
石，切实扛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使
命担当。”马红军说。

设立七大功能区 法律服务零距离

同样，今年7月，奇台法务区综合服务
中心成立，构建形成了“一站式”公共法律
服务平台，让人民群众共享法治红利。

奇台法务区综合服务中心由群众来访
接待服务、公共法律服务、网格、矛盾纠纷
调处四个中心统筹，信访、人社、公安等十
一个部门联合办公，法律事务、法官调解、
行政争议、律师咨询、法律援助等业务有序
开展，形成了群众休息等候、法律咨询受
理、人民调解服务、人民法院速裁、信访案
件接待、劳动争议仲裁、便民自助服务七大
功能区为一体的“一站式”社会综合治理服
务平台，实现法律服务群众零距离。

奇台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负责人姚
岚表示，该中心将持续加快推进公共法律
服务资源整合优化，完善中心运行机制，
增设暖心便民设施，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同时将中心打造成该县专职人民调解员
孵化培育基地，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上
水平、见成效，努力让公共法律服务更加
利企便民。

法治昌吉，人民至上。自治州党委十
二届六次全会提出，深入推进法治昌吉建
设。而公共法律服务正是法治昌吉建设
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

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促
进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高品质法律
服务需求，这一美好愿景在昌吉州正一步
步变为现实。

8月10日，昌吉市民杨女士在“和合昌吉”法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素文的帮助
下，通过公共法律服务终端一体机向律师咨询相关法律问题。 本报记者 王薇 摄

平安昌吉

“不起诉+社会
服务考察”机制

“唤醒”醉驾人

昌吉州构建全方位、全链条、专业化公共法律服务生态圈

“一站式”解民忧 小窗口大作为
本报记者 王薇 李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