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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举报报职职务务犯犯罪罪，，反反映映贪贪污污最最普普遍遍
省检察院接收举报数量稳中有降，有价值的线索越来越多

为落实好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有关
部署，省检察院正在建立一处专门的
控申举报受理中心，保证属于检察机
关管辖的信访案件得到一站式解决。

在这个控申举报受理中心正式
启用之前，7月份，省检察院就在原有
的控申举报大厅试运行“一站式”受
理机制，为来访人准备好“明白纸”，
将案件按照举报、控告、刑事申诉、申
请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四种情形分类，
由专门的窗口分别处理不同诉求，实
现专人受理，而“以前只排号受理，

‘诉’和‘访’没分那么细”。
人员也将实行总值班长、值班

员和接访员三个层次管理，总值班
长负责整个大厅的管理，由控申处
副处级以上的干部轮流担任。两名
值班员在前台负责引导，处理疑难
信访案件，他们由具备接访经验的
老接访人员担任。接访人员则受理
具体问题，最多时能达到9个席位。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有了专人受理

一、怎样写举报信
1、有醒目的标题。如“关于某某

涉嫌贪污问题的举报”。
2、有具体明确的事实、证据。写

清楚被举报人基本情况，及其违法
犯罪事实、证据、知情人等。

3、可写明举报人情况，以便于
检察机关联系。

4、举报信必须实事求是，否则
要承担法律责任；提倡实名举报。

二、通过什么途径举报
1、写信举报。地址：全省各级检

察院举报中心。
2、网络举报。网址：h t t p：/ /

fuwu.sdjcy.gov.cn。
3、电话举报。全国检察机关统

一举报电话：12309；山东省检察机
关民生检察服务热线：96699。

4、当面举报。到全省各级检察
院控申部门进行举报。

三、检察院受理哪些职务犯罪
1、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2、渎职犯罪案件；
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
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报
复陷害、破坏选举案件；

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
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
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写举报信

要有醒目标题

6月22日，省检察院控
申举报接待大厅，老王带着
材料来申请抗诉，此前他因
不服一起民事纠纷案件的
二审判决，向省法院要求再
审被驳回。按规定，他这种
情况应该到市检察院申请
抗诉。老王情绪有些激动，
接访人员王文功翻开资料
摆在他面前，一遍遍解释，
这才舒缓了他的情绪。

在省检察院，王文功工
作所在的这个大厅是个窗
口，也是入口，集中受理群
众举报、控告、申诉，并把这
些案件分流至不同部门办
理，“如果在入口不能把案
件引入程序，可能造成越级
上访或缠访闹访”。

来信反映问题

村干部职务侵占较多

控申处的职责包括受理公
民的报案、举报、控告、申诉等。
在与控申处合署办公的举报中
心，每天要接到来自各地的信
件，据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信
件反映的内容，举报类占26%
左右，控告类占25%左右，申诉
类占40%，其他类型占9%。其
中举报类主要针对的是职务犯
罪，由检察机关管辖；控告类针
对的是普通刑事案件，绝大部
分由公安机关管辖。

这位工作人员透露，举报
类来信主要反映的职务犯罪问
题中，最多的是贪污，其次是受
贿，反映滥用职权的并不突出，
这类问题多伴随着受贿问题一
并反映。

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值
得关注，在来信反映的问题当
中，反映村干部职务侵占的线
索一直较多，占总数的 8%左
右，在城乡接合部尤为明显。工
作人员分析，这是在我国城镇
化不断推进，伴随着房屋拆迁、
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征用等过
程不断出现的。

“这些年，举报人对举报的
信心越来越足。”这位工作人员
说，尤其在中央反腐力度加大
的情况下，举报人常在信中表
达出强烈的信心。

总体看，近年举报中心接收
的群众举报数量稳中有降，但初
核后成案率逐年提高，去年约为
56%，“也就是说有价值的线索越
来越多。”

“再晚来两个月，我就去北京上访了”

前台受理、后台办理。像
老王反映的这种不符合受理
条件的案子，王文功要现场给
予解答，还有大量符合受理条
件的要受理、办理，引入程序。
尤其去年，我省启动涉法涉诉
信访改革，涉法涉诉信访事项
将从普通信访中分离出来，纳
入法治轨道解决。

11年前，我省中部一名
申诉人邢某，因为与同村另
一村民有纠纷，双方在打斗
过程中，导致对方死亡。法院
认为，邢某砍在死者身上的
几刀是导致他死亡的主要原
因，最终认定邢某犯故意杀
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多年来，邢某不断申诉，

认为当时自己是正当防卫，
法院判决不当。申诉材料摆
到控申处办案检察官的办公
桌上时，办案人员分析，邢某
确实有防卫情节，并认为有
重新申请鉴定的必要。

新鉴定结果表明，造成死
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邢
某砍在他头上的那一刀，而是
邢某在防卫时抱住他，他倒下
时磕在大理石茶几上导致的
颅脑损伤。有了新证据，检察
院向法院提出抗诉。最终，法
院采纳了抗诉意见，依法改
判，将邢某的刑期改为9年。

办案检察官万慧泽回
忆，今年春节一上班，邢某打
来电话拜年，他说，这是自己

这个春节打出去的第一个拜
年电话。而当初万慧泽接谈
邢某时，他曾说：“如果你们
再晚来两个月，我就要去北
京上访了。”

“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之
后，让信访和诉讼各归各的
路，把符合条件的涉诉案件
及时导入诉讼程序，处理结
论更能让当事人认同和接
受。”控申处有关人士说，很
多像邢某这样反映问题的当
事人不求利益，而是来要理
的，把涉诉信访案件按照法
律途径解决，比笼统按照信
访案件的方式处理更有说服
力，“不能用笼统的方法对待
申请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最大压力是让当事人服判息诉

近期，省检察院出台内
设机构处理检察信访事项分
工协作办法，明确控告申诉
检察部门统一接收检察信访
事项后，根据其性质和管辖
规定，依照“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及时审查分流，实现诉讼
与普通信访的分离，办法细
化了分流到13个部门的80种
情形。

涉法涉诉信访改革试点
以来，尤其刑诉法、民诉法修
改加大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
督职能，导致到检察机关申请
法律监督的案件有所增加。

信访类别的格局发生了
明显变化，省检察院控申处
相关人士分析，以前刑事申
诉居多，现在民事申诉大量
增加。

这位人士介绍，民诉法修
改以前，民事申诉由民行部门
直接受理，现在要求受办分
离，控申部门进行受理审查，
符合条件的就应予受理，这样
就把大量民事申诉引进法律
程序，“该审查的审查，就算不
能抗诉，该答复也应答复。”

进行答复时，他们将在
即将建成的控申举报受理中
心设立多间检察决定宣告

室，对实名举报等三类涉法
涉诉信访案件进行公开宣
告，“以前可能是口头或书面
答复了之，检察宣告要把程
序、证据讲清楚，这样更有仪
式感，更能树立司法公信。”

对法律程序已经穷尽、
合理诉求已经解决，仍坚持
长期缠访闹访的控告人、申
诉人，他们还主动邀请代表
委员、人民监督员、心理咨询
师、律师、学者以及基层群众
等第三方共同参与息诉化解
工作。“最大压力就是让当事
人服判息诉，否则又会将矛
盾推向社会。”这位人士说。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尹明亮
2日，省检察院控申举报接待大厅内，来访人向检察官反映情况。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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