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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立法论证座谈会会场。

遴选委员会集中入额审议。

领导正在观摩系统应用。

指挥大厅接警台。

2016 年 11 月 3 日，张家口市委政法委
常务副书记、市稳定办主任宋和，市委政
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燕雷,市委政
法委副书记李森茂听取“法治张家口建设
决策管理系统”运行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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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司法体制改革，从解决影响司法公正、
制约司法能力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入手，
实现司法职权配置进一步优化，司法效率进一步提
高，司法保障进一步完善，为司法公正提供了更加有
力的保障。

2016 年，我省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进入“施工高峰
期”，改革工作“全面开花”。上半年，我省在第三批
试点省份中率先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率先
成立遴选委员会，率先完成首次法官检察官遴选，一
路领跑。下半年，我省从试点探索迅速转向全面铺
开 ，员 额 制 改 革 、职 业 保 障 改 革 、司 法 责 任 制 改 革

“三大攻坚战”连战连捷。“四梁八柱”式改革基本完
成，司法公信力明显提升。锐意进取、足音铿锵，我
省以全新的观念、全新的速度刷新着司法体制改革
进程，整体呈现“起步晚”“进展快”“效果好”的良好
态势，跨入全国先进行列。

颁奖词：省法院自主研发并推广应用“智审 1.0
系统”和“庭审自动巡查系统”，推进了法院信息化
建设转型升级，为促进审判体系、审判能力和法院管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信息科技保障。

省法院以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为导向，自主研发
了智审 1.0、庭审智能化巡查等六大系统，智审 1.0 具
有自动生成电子卷宗、自动关联与当事人相关的案
件、智能推送辅助信息、自动生成与辅助制作各类文
书、智能分析裁量标准五大功能。庭审自动巡查系
统，可以实现自动检查案件是否执行了每庭必录的
要求和按期准时开庭等；对庭审中每个不规范行为，
自动截屏、录像、生成巡查日志，实时反馈；通过对
全省法院庭审实况的实时检查，实现全时段、无死角
监督。系统自 2016 年 7 月 4 日正式上线以来，帮助近
3000 名法官办理案件超过 15 万件，案头工作量减少
1/3，事务性工作量减少 20%，法官自我规范意识显
著提高，成效显著。

颁奖词：全省实现非警务报警与公共服务平台
分流对接，分流了无效报警，畅通了紧急警情通道，
极大地释放了有限的接警资源。

针对 110 报警服务台接警量大幅攀升，其中非
警务群众求助、咨询等占比较重，挤占报警“安全通
道”的实际，2016 年 4 月，省政府明确了各政府部门
28 个公共服务平台热线电话，要求各地保障各服务
平台的顺畅运行，加快推动 110 报警服务台与公共
服务平台的对接联动。各市、县公安机关积极推进
非警务报警分流对接工作，协调对接相关部门、规
范公安机关内部机制流程等相关工作同步展开，逐
步形成了各相关政府部门等多方参与的非警务报警
分流工作机制。2016 年 5 月至 12 月，全省共分流非
警务报警 31 万起。

颁奖词：张家口市研发的法治建设决策管理系
统系全省首家，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是法治信息化建设的创新之举。

张家口市委法治办将互联网技术融入法治建
设工作，开发了“法治张家口建设决策管理系统”。
该系统构建硬件、软件、网络三个运行环境，利用大
数据智能分析软件和网络数据库，实现信息资料数
据化；紧密结合党委法治办的具体工作内容，架构
了九大模块，通过数据化法治建设工作信息资料，
科学分析全市法治建设的信息化数据，及时准确地
反 映 法 治 建 设 工 作 进 展 情 况 ，预 测 法 治 建 设 的 发
展，为领导科学决策、动态调控法治建设工作提供
了可靠依据。该经验与成果在省委法治办召开的
会议和培训班上作了典型发言，并被列入重点总结
对象。

颁奖词：邢台市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的
建立，打破了信息壁垒、“信息孤岛”，通过打通网络
监督通道，确保了涉案财物管理规范、移送顺畅、处
置及时，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降低了风险，也
进一步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完善了司法责任制。

针对刑事涉案财物管理中易出现损毁、丢失甚
至被“调包”等问题，2015 年 6 月，临城县检察院在对
检察环节涉案财物由条形码管理变为二维码管理的
基础上，主动与公安、法院部门会商，决定对涉案财
物实行二维码统一管理，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案
件审理直至最后处置，全程一码。2016 年 3 月，在临
城县检察院的主推下，临城县又开通联通公检法三
部门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经试点推广完
善，目前该平台集智能检索、电子录入、数字拍摄、
柜格分配、信息共享、环境监控等众多功能于一体,
使涉案财物信息流转轨迹全程可视、可查、可控，从
源头上避免了“暗箱操作”腐败问题的发生。同年 8
月，省委政法委在全省推广该平台经验。

颁奖词：省司法厅推进县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和网上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为群众提供了“窗
口化、综合性、一站式”的法律服务，给百姓带来更
简单、更亲民的“互联网+法律服务”体验，使河北省
信息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坚持按照“第一窗口、
第一形象、第一品牌”的要求，以法律援助便民服务
窗口为依托，整合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律师、公证
等 服 务 职 能 ，积 极 推 进 县 区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中 心 建
设。到 2016 年 8 月，全省 174 个县（市、区）全部建成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由省司法厅主办的河北省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将
法 律 服 务 搬 上 互 联 网 ，涵 盖 PC、APP、微 信 多 种 平
台，拓展 12348 的服务范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
个人律师顾问、家庭律师顾问、企业律师顾问及公
证顾问等四种顾问。

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成果

颁奖词：这起反垄断诉讼案具有典型的示范意
义。此案胜诉成为判例后，国内类似企业将可免除
反垄断诉讼威胁，为国家、为民族争了光。

2005 年 1 月，美国得克萨斯州及新泽西州的两
家公司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称多家中国维生素 C
制造商通过达成固定价格协议，共同实施了对美出
口维生素 C 产品的价格共谋行为，违反了美国反垄
断法。出于各种考虑，最后只剩华北制药集团子公
司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一家企业未和解，坚持
按照事实和有关法律维权。经过连续 12 年的司法
程序，2016 年 9 月，美国对华发起的首起反垄断诉
讼案尘埃落定，被告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在上
诉审理中最终获胜。

美国对华首起反垄断诉讼案
河北药企胜诉

颁奖词：研究报告《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到
位法律保障》，着眼于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较
强的创新性和操作性，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
精神，对相关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文《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要求，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提供到位法律保障》是“河北省科学民主
立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课题组”的成果，课题组由
河北省委法治河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的成员
联合组成。该论文着眼于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对
京津冀协同立法的理念、机制、内容及工作重点提
出了具体而详尽的建议。该论文被选中参加江苏省
法治建设高层论坛并获得二等奖，被第七届法治河
北论坛评为优秀论文，在京津冀三地立法研讨会上
代 表 河 北 省 做 了 主 题 发 言 ，并 得 到 省 领 导 批 示 肯
定。

《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要求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到位
法律保障》学术研究成果

颁奖词：《非常帮助》（“帮大哥”）栏目义务为群众
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使老百姓有了矛盾纠纷不出村、
不出乡、不出县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口，这是对农
村社会治理形式的一种有益探索。

《非常帮助》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道
与省司法厅共同发起筹建，该栏目依托遍布全省的

“非常帮助调解室”和“帮大哥后援团”，义务为百姓
提供调解服务。

从 2015 年栏目开办至今，省司法厅在全省各地
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中授牌成立“非常帮助调解室”
110 个,每个“非常帮助调解室”配备两三个优秀民
间调解员作为“帮大哥后援团”成员，为群众提供调
解服务。现在，110 家“非常帮助调解室”月均调解
各类矛盾纠纷 500 多件。

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道
《非常帮助》（“帮大哥”）栏目

颁奖词：《河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的制定出
台，填补了我省农村扶贫开发立法的空白。这是我
省首部有关扶贫开发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
省农村扶贫开发走上法治化轨道。

2016 年 7 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该条
例实现了全国“三个第一”，即：第一个在地方性法
规中规定了“政银企户保”的农业合作贷款模式，第
一个在条例中明确赋予贫困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
金自主权，第一个在条例中明确贫困山区任教义务
教育教师生活补助由省财政负担。条例施行后，得
到国家领导人充分肯定以及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专门
批示，这在我省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实践中，也是首开
先河。

《河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河北省司法体制改革成果

全省法院“智审1.0系统”
和“庭审自动巡查系统”

全省公安系统非警务报警
与公共服务平台分流对接
机制

张家口市法治建设决策
管理系统

邢台市刑事涉案财物集中
管理信息平台

临城县检察院案管室干警对公安局随
案移送的涉案移动硬盘进行二维码扫描。

冀法通主界面。

华北制药有关代表在美国法院外留影。

研究成果的作者之一正在作课题报告。

“帮大哥”深受群众欢迎。

2016河北“法治三个十”十大法治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