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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区法院探索轻微刑事处罚“宽严相济”

两年累计和解42件刑事案件
■记者 周琳

本报讯“既然老丁态度这么诚
恳，那么希望法院能考虑他年事已高，
对他给予最轻的刑事处罚，我们以后
还继续做好邻居……”近日，在区法院
调解室里，居民刘老太对被告人丁老
伯的伤害行为表示谅解，主动恳请法
官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对他从轻处罚。

半年前，丁老伯因言语不和出手
打伤刘老太，面临刑事处罚制裁；如
今，这对“冤家”握手言和，这是该院探
索推行“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后出
现的新变化。

耐心调解促双方和解
丁老伯与刘老太同住一个小区，

曾任小区业委会委员。2012年，刘老
太与丁老伯在物业维修等问题上有分
歧，意见不一而产生嫌隙。

2013 年 4 月的一天，丁老伯在小
区里遇到了刘老太，两人言语不和之

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情急之中丁老
伯甩了刘老太一巴掌，并揪住了她的
头发。在两人推搡之间，刘老太感觉
胸口一阵疼痛，体力不支被紧急送往
医院抢救。经院方验伤，刘老太面部
受到外伤，并有多根肋骨骨折、多处软
组织损伤，鉴定结果构成轻伤。之后，
丁老伯被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提起
公诉。

“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原本没有
什么深仇大恨，被告人丁老伯对刘老
太实施伤害行为系因日常口角引起，
而且他已70多岁高龄，故意伤害的主
观恶意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承办法
官详细了解案情的来龙去脉后，希望
通过刑事和解来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紧
张对立情绪，从而消除怨恨、最大程度
化解矛盾。

在与丁老伯的谈话中，承办法官
对其不理智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同
时设身处地为他分析眼下处境：年逾

七旬、身体状况不佳，如能通过履行民
事赔偿取得刘老太的谅解，即可依法
从宽处理。丁老伯听后，对自己的鲁
莽行为表示悔意，并表示愿意支付一
定的经济赔偿，希望得到被害人谅解。

“你们两家人同住一个小区，抬头
不见低头见，要是关系弄僵了，今后两
家人结了仇，极有可能陷入没完没了
的怨恨中……”在做通丁老伯的思想
工作后，承办法官多次与刘老太促膝
长谈，在分析利弊并转达了丁老伯的
歉意和赔偿意愿后，原本坚决要求“从
严处理”的刘老太不再坚持，愿意接受
法官的调解。庭审前，刘老太在众人
面前接受了丁老伯的真诚道歉，并就
原本约定的6.5万元赔偿款，主动提出
免去5000元的零头，双方在法庭上握
手言和。

由于丁老伯真诚悔罪并赔偿了被
害人的经济损失，得到了刘老太的谅
解，考虑到他年逾七旬，可依法酌情从
轻处罚。最终，区法院判决丁老伯拘

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

严把“谅解”与“惩罚”关口
2013年以来，区法院根据新修订

的《刑事诉讼法》，对因民间纠纷引起，
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
及侵犯财产的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
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刑案件，积极
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在被
告人真诚悔罪后，通过向被害人赔偿
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谅解，促成
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努力
减少社会对抗，真正实现定纷止争、案
结事了。

据统计，近两年以来，区法院通过
推进“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累计
达成刑事和解案件42件。去年全年，
被害人及其家属获得赔偿经济损失合
计近170万元。

“在部分刑事案件中，由于被害人
无法获得赔偿而导致伤情延误治疗，
日后生活缺乏保障的情况经常发生，

我们也能体会到被害人和家属在这种
情况下的无奈，新刑事诉讼法设立刑
事和解程序，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对被
害人合法权益保护不足的现实状况。”
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李敏说，“在轻
微刑事案件中，对通过赔偿经济损失、
赔礼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
议的被告人，实行从宽处罚，体现了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能有效减
少社会对抗情绪，促进社会和谐。”

当然，刑事和解程序绝不能与“花
钱买刑”划上等号，法律规定“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
罪”等情况，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采
访中，李敏强调，实际操作中，承办法
官会严格遵循刑事和解程序立法目
的，谨慎审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条
件，把好“谅解”和“惩罚”关口，对适用
刑事和解的效果进行预判，对能取得
良好社会效果的案件，积极促成双方
达成和解协议；同时，对于法律明令禁
止刑事和解的类型，绝不予以适用。

今年本区“两病”筛查工作启动

优化流程方便筛查对象
■记者 陈玲 文/摄

本报讯 3月9日，2015年杨浦区
“两病”筛查工作正式启动。当天上
午8点左右，杨浦区妇幼保健院（所）
医院大厅内就排起了长龙。家住大
桥街道的李阿姨告诉记者，每年的

“两病”筛查现场都是人山人海，“所
以今年特意早点过来排队，没想到
还是来晚了，要等 30 几个人。”李阿
姨说。

令李阿姨没想到的是，短短半个
小时就轮到了她。在工作人员的引
导下，李阿姨扫描身份证后，便前往
相关科室进行乳腺检查、阴道 B 超、
妇科检查、宫颈刮片、白带常规等项
目检查。记者在现场看到，李阿姨每

进行一项检查都要刷一次身份证，医
生将检查结果全部录入系统，整个过
程既快速又便捷。

区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每年的“两病”筛查都有一定的流
程。首先由区妇幼所、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街道（镇）妇儿委办共同确
定筛查对象名单，筛查医院按照项目
办公室“区退休及生活困难妇女‘两
病’筛查名额分配表”，制订时间安排
表，并通知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街道（镇）妇儿
委办联系，商量筛查工作，通知筛查
对象、发放通知及“筛查卡”；再由筛
查对象持“筛查卡”到指定医院检查。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筛查对象
的身份信息在前期已录入“两病”筛

查系统，筛查对象接到通知后无须领
取“筛查卡”，凭身份证就可进行检
查。“这样既优化了检查流程，又大大
方便了筛查对象，一举两得。”该工作
人员说。

区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4
年全年完成筛查26586人，占全年计
划的106.34%；31位重症妇女共获得
46.5万元保险理赔金，64位良性肿瘤
患者累计获得5.76万元关爱金；同时
实施“杨浦区妇科癌症患者心理关护
项目”，为全区2000多名妇科重症患
者提供心理和医疗的服务。据统计，
今年“两病”筛查报名人数为 28237
人，较去年多出近 2000 人。“这是市
民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的体现。”该负
责人表示。

■记者 陈玲 文/摄

本报讯 3月6日上午，新华医院
职工邹庆晖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以爱心和勇气
为河北的一名白血病患者点燃生命
的希望。他是2015年杨浦区首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上海市今年的
第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据介绍，年仅29岁的邹庆晖在5
年前自愿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年初，
他接到通知，得知自己与一名白血病
患者骨髓配型成功，他当即毫不犹豫
决定捐献。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家人

的大力支持，“虽然我们也心疼孩子，
但想到他的付出能拯救一个生命，我
们还是支持他。”邹庆辉的父母对记
者说。

“大多数人对捐献造血干细胞还
不大了解，它对捐献者没有伤害，但
能拯救生命。希望有更多人了解造
血干细胞，加入捐献志愿者的队伍。”
邹庆辉说。

区红十字相关负责人介绍，造血
干细胞移植法是采用从外周血中采
集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将骨髓中的
造血干细胞大量动员到外周血中完
成采集，整个采集过程在封闭和符合
医疗安全要求的环境中进行。

■记者 毛海萍

本报讯 3 月 10 日，2015 年度区
文化局团委工作会议暨文化系统青
年志愿者座谈会召开。今年将开展
文化系统青年志愿者培训系列活动，

连续第三年选派优秀青年赴江西南
丰希望小学参加支教活动、以失独家
庭等特殊群体为重点的“暖心志愿
者”等志愿服务项目等，以多元化的
文化便民服务传递青春正能量。

另据悉，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的国歌展示馆，将与共建学校继续开
展“国歌故事进课堂”活动，由青年志
愿者担任讲解员走进中小学校，普及
国歌知识、弘扬国歌精神，并支持学
校将“第二课堂”搬至展馆，利用“世
界各国国歌”厅资源进行互动教学。

文化便民服务践行青春

杨浦今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

河北白血病患者迎来新生

同济开设《工业4.0导论》课程
本报讯 近日，《工业4.0导论》课

程在同济大学开讲，这也是全国首个
以工业4.0为背景开设的大学课程。
课程旨在让学生们了解当前工业领
域的最新发展动态，熟悉历史上工业
革命的发展，展望第四次工业革命带
来的各方面变革，是完善学生知识体
系的重要一环。这种面向未来的培
养方式也将为高校的教育改革带来
诸多启示。

该课程选课面向全校学生，以理
工科专业为主，包括机械学院、电信
学院等。主讲老师陈明教授介绍，

“课程的开设将有助于将高校的理论
教学与工厂当前实际发展现状相结
合，帮助当前校园里的大学生们适应
未来工业发展的需要。学生们通过

学习《工业4.0导论》这门课程，可对
当前工业领域的实际发展情况有一
个基本的认识，并能对未来工业发展
所需的基本技能有更充分的了解。”

在该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学生们
将掌握工业4.0的基本概念、要素以
及相关的关键技术，了解实施和发展
工业4.0的必要性，熟悉发展工业4.0
的步骤和实施方案，熟悉中德两国大
型企业在工业 4.0 发展进程中的历
史、现状及趋势，对中国实施工业4.0
的发展进行反思。在课程的实践环
节，将广泛开展应用性项目实践，针
对不同行业的特点提供解决方案，与
诸如西门子、菲尼克斯、蔡司等跨国
公司和全球知名大学开展应用课题
实践项目。 ■童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