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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清

“他们不仅帮助解决了商标侵权的
问题，还给我们做了相关培训，让我们
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研发新产品！”泰伦
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
室主任张希子说。张希子口中的“他
们”，就是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惠企检e行”企业服务队的检察官们。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市检二
分院于调研时发现，很多科创型企业被
侵权时，因为缺少固定证据的经验无法
进入司法程序，于是派出13名经验丰富
的检察官成立企业服务队，义务帮企业
收集侵权证据。

泰伦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
要生产金属加工润滑油，拥有多个商标
权。走访中，服务队队员发现有人假冒
该公司商标在网上兜售，侵犯了企业的
合法权益。
“考虑到企业举证困难、诉讼周期

长、举证成本高的实际情况，服务队直
接为他们调取了相关证据材料……”市
检二分院第四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
石民杰告诉记者，最终只用了两周时
间，服务队就帮助企业完成了立案审
查，提起公诉。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检二分院坚
持在推动发展上出实招。“针对企业关
注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经济纠纷
与违法犯罪，市检二分院力求提供精准
的、定制性的法律服务。”市检二分院副
检察长任庆明说。

为切实支持企业经营发展，除组建
“惠企检e行”企业服务队“走出去”外，
市检二分院还开办了“企业家茶座”，把
企业家“请进来”问计问需。

以“检心”换“民心”。市检二分院
用心用情为群众纾困解难，把主题教育
成果转化为司法为民实际成效。
“安置房纠纷解决了，检察官同志

帮我们推动落实了 20 余万元安置补
偿！”今年4月份，在一个拆迁安置协议
签订现场，申请人老刘和镇政府代表握
手言和，系在老刘心里3年的“疙瘩”解
开了。这是市检二分院实质性化解的
一起行政赔偿纠纷案件，该案也是一起
程序违法行政赔偿案件，老刘不服法院
行政赔偿判决，来到市检二分院申请检
察监督。
“经审查，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但

考虑到申请人的实际困难，市检二分院
接续组织了多场争议化解座谈会，一方

面，耐心为申请人释法说理，劝导其正确
看待赔偿方案；另一方面，积极与行政机
关沟通，为申请人争取合法赔偿款项。
最终，案件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

针对网上平台存在的非法开展穿耳
孔术医疗美容乱象，市检二分院依法能
动履职，推动行政机关开展全市生活服
务类平台非法医疗美容专项整治；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实
质化推动法治副校长工作，成立“启明涉
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强化家
庭教育指导工作，全方位加强对未成年
人的司法保护；

与河北省检察机关制定协作办案措
施，对河北省涉县一起拟不起诉案件进
行异地“上门听证”……

用“检察蓝”映衬“中国红”。任庆明
表示，今后将围绕市委工作主线，聚焦全
年工作任务，进一步在理论学习上下功
夫，在调查研究上真作为，在推动发展上
见成效，在整改整治上动真格，扎实深入
落实主题教育各项工作。

■ 本报记者 王音

“姑娘，要不是你耐心开导，这
次真不跟他过了！现在想想，你说
得对，两口子过日子得讲究方式方
法……”不久前，家住西青区张家
窝镇京福里社区的一对老夫妻来
居委会办事，见到网格员董宝香，
大妈拉着小董的手聊个不停。

这对老夫妻结婚30多年，大爷
脾气暴、爱唠叨；大妈性子慢、爱生
闷气。过去小吵小闹不断，如今孩
子成家单独过日子了，老两口吵架
拌嘴又“升级”了。大妈闹着离婚，
大爷气不过，来到居委会“理论”。

董宝香不仅是社区网格员，还
是社区妇联组织的执委。正是因
为张家窝镇创建的“一揽子摸排调
处”机制，让董宝香第一时间了解
到这对夫妻的矛盾，并很快协调社
区、妇联等多个部门上门调解，敦
促大爷改正态度，化解大妈心结，
老两口重归于好。
“家庭矛盾不容小觑，特别是

家庭暴力、财产纠纷、老人赡养等
问题，需要司法支持。很多问题仅
靠网格员难以调解，有了‘一揽子
摸排调处’机制，多部门联合共治，
形成强大合力。”张家窝镇网格中
心主任袁媛说。

张家窝镇有15.7万常住人口，
其中近七成是外来人口。随着城市
化进程加速，平房变楼房、村民变居
民。镇域内，还迁居民、外地来津落
户人员、租住户等各类人群混居，社
情复杂，婚恋家庭纠纷多样化。

近年来，张家窝镇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建立网络
排查全覆盖、信息全共享、重要问
题全预警的“三全机制”，织密婚恋
家庭纠纷排查全镇“一张网”。

在京福里社区，每天早上8点
半到9点半，网格员轮班到文化长
廊和居民聊天。“老人聚在长廊晒
太阳，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们
沟通，能收集到不少信息。”董宝香
笑着说。

聊天时，居民告诉网格员，一户
新搬来的小夫妻总深更半夜吵架。
这个信息引起网格员的注意，借着
一次普法宣传的机会，网格员主动
上门，几番沟通下来，妻子道出了苦
衷……

在张家窝镇，像董宝香这样的
村居专职网格员共有162人。除此
之外，还有810名由居民代表、楼门
栋长、社区党员、居民志愿者、快递
员组成的微网格员队伍。他们发挥
熟人熟地优势，深入千家万户，让基
层“触角”更敏锐。

通过“网格+妇联+N”婚恋家
庭纠纷排查模式，婚恋家庭纠纷事
项排查纳入网格员职责清单。在入
户走访时，网格员将一手信息及时
通过网格化信息系统上报到镇综治
中心处置。全镇55名网格员与镇
妇联执委“双向任职”，进一步提升
排查发现能力。

张家窝镇将婚恋家庭纠纷划分
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分别由
村居、镇、区三级处置，做到“一案一
分析、一案一定级、一案一对策”。
同时，一支以妇联执委、治保主任、
巾帼志愿者、律师和心理咨询师为
主体的324人婚恋家庭纠纷调解志
愿队伍活跃在镇域内的各个村居。
依托镇、村居两级调解组织和妇女
儿童维权站形成多方联动，多元化
解的工作合力。
“纠纷化解后，还要根据风险等

级定期回访。低风险家庭由村居妇
联回访，中风险家庭由网格员回访，
高风险家庭落实镇干部跟踪服务，
一案一台账、一案多回访，实现闭环
管理。”张家窝镇党委副书记、政法
委员张德旭说。

家是生活的基石，夫妻恩爱、子
女孝顺是一家之福，也是社会和谐
稳定的要素。近年来，张家窝镇先
后处置各类婚恋家庭纠纷 200余
件，累计妥善接待处理妇女诉求
190件次，延伸开展心理疏导724人
次。2023年以来，未发生因婚恋家
庭纠纷引发的“民转刑”案件。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只要我还能动，哪怕是给一个孩
子讲，一个家庭讲，我就会一直讲下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今年79岁的老
党员杨长林是天津市河北区“老战士宣
讲团”的“主力”之一，虽然年纪大了，但
老人家宣讲的“战斗力”不减。

杨长林老人 1961 年参军入伍，
2006 年退休后到天津市河北区军休
所担任所关工委委员。杨长林的父
亲杨连弟是全国知名的“登高战斗英
雄”，其事迹教育感动了几代人。老
一辈的优秀品格深深地感染着杨长
林，他承诺要把英雄的事迹和崇高的
精神传承下去，并作为自己终身的义

务和责任。
作为英雄的儿子，杨长林始终不忘

用父亲的英雄事迹激励自己，影响下一
代。特别是参加“老战士宣讲团”以来，
他十年如一日，走到哪里，就把英雄的
事迹传播到哪里。

杨长林经常在杨连弟公园为学生
们讲述英雄故事，传播红色基因。他
通过杨连弟烈士纪念馆大量的图片、
实物和音像资料，为前来参观的学生
们声情并茂地讲述杨连弟烈士和战友
们在炮火中抢修被炸毁铁路大桥的惊
险场面，全面展示了杨连弟烈士的生
平事迹和卓著战功。杨长林跟大家
说：“父亲的优秀品质深深地感染着
我，教育着我长大。特别是我参加关

工委工作以后，更加认识到用英雄事
迹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性。”十几年来，
他从部队到地方、从学校到社区、从天
津到外地，宣讲英雄事迹200多场，听
众达20余万人（次）。

杨长林一直保持军人的情怀和本
色。多年来，他坚持为社会奉献爱心，发
挥余热。在军休所组织的协助社区建
设、参与学校主题班会、老少同读一本
书、教师节给学校老师送慰问信等关爱
活动中，都有他的身影。
“生命有终点，传播无止境。信仰就

是希望，希望就是旗帜，旗帜就是未来！
我教育儿女和子孙把继承革命遗志、宣
传英雄事迹当作传家宝传承下去，永不
间断。”杨长林深情地说。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走在前作表率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助企服务为民解忧的“检察蓝”
——市检二分院双向发力推动主题教育见行见效

西青区张家窝镇创建“一揽子摸排调处”机制

“一揽子”化解家事纠纷

传承英雄精神 哺育时代新人
——记诚实守信道德楷模杨长林

昨天是天津市道德模范肖翰55岁

的生日，也是他第280次献血。这天，他

将自己参加无偿献血的时间又延长了5

年，继续用热血守护津城。

本报记者 王倩 通讯员 张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