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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下午，陈茜在微博上
发布了一条案件播报：“销售商品不
合格 职业打假人获双赔。”这是她
每天的常规工作之一。

作为济南中院官方微博的管理
员，陈茜经历了去年夏天的薄熙来
案。那一案件后，济南中院官方微博
因直播蹿升为全国最火官微之一。

“薄案”后，济南中院新闻发言
人、副院长刘延杰，宣传办公室主任
祁云奎陆续参加各种颁奖典礼,“互
联网政务传播奖”、“十大政务微
博”、“微博年度影响力奖”、“全国政
法机构微博影响力飞跃奖”，一个个
奖项拿到手中；各地考察团络绎不
绝，“起码有三十几拨”，参观重点就

是审理“薄案”的五号审判法庭和微
博。

“‘薄案’之前，我对微博知之甚
少，当时也没有账号。”如今，祁云奎
对微博早已熟稔，“如果没有这个案
子，我们对微博的认知可能要迟一
些。”

这种影响是理念性的。“‘薄案’
都能公开，还有什么案件不能？”这
已在济南中院形成共识。

法官比以往更加主动地找到宣
传办，要展示自己的审判成果。“他
们发现，案子办得好，如果不公开，
同样可能遭受质疑、不被认可，而报
道出去，压力就会小一些。有了正
义，还要让它被看见。”祁云奎说。

本报记者 高扩

2014年5月，中央第四巡视组离开
山东后，反馈了如下情况：“一把手”违
纪违法案件呈上升趋势。

对此，山东进行了积极整改。山东
省委巡视整改报告指出，仅1至8月，全
省纪检监察机关就查办“一把手”案件
361件，其中县处级以上“一把手”133

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山东

省、市两级纪委公开通报的接受调查
的干部有16名，其中11名为厅级干部。

12月18日，中纪委通报：山东省委
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一周
后，王敏被免职。

根据中央巡视组反馈的情况，山
东还对2012年以来立查腐败案件处理
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少数案件处
理偏轻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反思。其后，
菏泽市对刘贞坚案没有处理的23名行
贿人员给予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莱
芜市对单增德案没有处理的6名涉案
人员给予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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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正义，还要让它被看见”

然而，“吃老本”是行不通的。
“薄案”审理结束后，济南中院官微刷刷地

“掉粉”。要知道，“薄案”审判当天，济南中院的新
浪微博和人民网微博粉丝数达140多万。

祁云奎和陈茜盯着电脑屏幕，看着粉丝一会
儿掉一个、一会儿掉一个，“真心疼啊，就像农民
看到庄稼收成不好一样。”

下一步怎么走？发布什么？怎么运作？一串问
号在等待答案。

逆转发生在今年1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制
售地沟油案件在济南宣判。济南中院先后发布预
告、判决，并配发主审法官答疑。这一事件的微博阅
读量达到260万，相关话题120多万条。祁云奎将其
视为“薄案”后“掉粉”的大逆转，粉丝涨了好几万。

这给济南中院很多启示：不能简单地发发判决

书，得讲故事。群众关注的是案件，尤其是热点案
件，他们想知道审了什么案子、怎么审的、结果怎
样。

有了这样的判断，济南中院确定了微博发布的
两个原则：一是指导法官办案，二是指导百姓维权。

之后，济南中院通过微博通报了全市十大典
型行政诉讼案件，这在全国法院系统开了先河。
接下来发布的庭审旁听办
法、袁裕来与山东省公安厅
行政复议一案相关情况，都
获得极高的阅读量。

截至目前，济南中院在
新浪和人民网的微博粉丝总
数达到370多万，已超过“薄
案”时的最高值。

“掉粉”后上演大逆转

●王敏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

12月18日

●曹务顺
山东省监狱管理局里能分局原局

长 11月21日

●张明全
凯远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裁

11月13日

●丁凤云
临沂大学党委书记 9月28日

●李富山
临沂大学原副校长 8月30日

●刘国生
菏泽市副市长 8月29日

●吕在模
省人大常委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

主任委员（省商务厅原厅长） 7月28日

●李振江
青岛市教育督导室主任督学 7

月14日

●万同
日照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5月9日

●徐同文
齐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4月30日

●王国群
烟台市原副市长（现市政府特邀

咨询） 4月14日

●陈瑞斋
凯远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

总裁 4月11日

熙来案都能公开，还有
什么案子不能？

自从去年夏天搞了
那场轰轰烈烈的微博直

播后，济南中院的官微便“胆儿
肥”了。一年来，又是详详细细公
开“地沟油案”，又是通报袁裕来
死磕省公安厅案。告诉你，他们
还专门成立了官微编辑部，怎么
专业怎么弄，简直停不下来！

其实，“胆儿肥”的何止济南
中院，今年一年，整个山东的司
法公开都趟出了名堂。

君不见薄熙来后，倪发科、季
建业的案子也都来山东审了吗？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王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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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不同的声音没坏处”

“几百万人在看，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啊！”
祁云奎和陈茜压力不小。

网友的火眼金睛，济南中院是领教过的。
“薄案”后，一个网友在“薄案”20多万字的庭审
记录中找出来6个错别字。不久后，微博转发一
起基层法院案例时，因修改了一个标点，又引发
网友一番评论。

今年，济南中院又通过微博直播了两起
案件。1 1月份直播被告人江艺诈骗、骗取贷
款、被告人李德华诈骗一案时，宣传办与业
务庭共 8 人分工协作，从整理笔录、编辑微
博，到编辑人员校对、庭审法官校对、院领导
把关，一套程序下来，一条长微博十几分钟
才完成。

“任何环节都可能出问题，那两个小时真是
胆战心惊。”

“薄案”后，济南中院成
立了官微编辑部，建立了新
媒体工作室，制定了微博管
理办法，同时还上了新的庭
审系统，这可以节省相当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网友也一直在给济南中院回馈。直播江艺
诈骗、骗取贷款及李德华诈骗案时，有网友留
言：“怎么看不到现场？”他们马上叫来正在庭审
现场拍照的同事，把照片上传。

“不同的声音听听没有坏处。不能自娱自
乐，把不同的声音屏蔽掉，就没有生命力了。”陈
茜说。

来参观的人越多，祁云奎感觉压力越大：
“他们看一次，我们压力就更大一次。”说这话
时，他眉头微皱，“尽管越走难度越大，但济南中
院应该做得更好。”

济南中院新媒体工作室的工作人员正在操作微博。 本报通讯员 刘玉杰 摄

审理“薄
案”的五号审
判法庭之后
成为各地司
法系统考察
的重点对象。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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