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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结、事了、人和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诉调对接”机制画出“最大同心圆”

记者 汪晓

2021 年 7 月的一天， 在徐汇的一处

商业广场内，某店铺店长张某未在指定地

点卸货，保安刘某遂与张某发生了口角，

继而二人互相推搡， 刘某动手拳击了张

某。 后经鉴定，张某双侧鼻骨骨折，构成

轻伤（二级）。 2021 年 9 月 24 日，刘某被

公安机关抓获。

案件移送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后，承办

检察官王晓岚了解到，双方都有调解的意

愿，只是目前尚未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

检察官说：“简单地将案件一诉了之，并非

是化解矛盾的最佳方案。 既然双方目前

都有调解意愿，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更优’的法律途径进行解决，从而达到

‘案结事了人和’的效果。 ”

因此，考虑到本案犯罪事实清楚，犯

罪嫌疑人系初犯、偶犯，犯罪行为较轻，到

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被害

人对于案发存在一定过错，在征询了双方

意见后，承办检察官适时启动了“诉调对

接”机制，将案件移送徐汇区康健街道人

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在人民调解员耐心地释法说理下，双

方当事人圆满达成了赔偿谅解， 握手言

和。 后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综合评估本

案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案件双方

当事人的调解结果等，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刘某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看到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比我办

结案子还要开心，连日来的诉调对接工作

总算有了圆满结果。 ”王晓岚感慨地说。

在他看来，“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就是找

到当事人之间“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

同心圆”。

数据显示，2020 年迄今，徐汇区人民

检察院刑事和解案件占全部案件数量比

例持续上升，个案刑事和解成功率不断提

高。 2022 年 1-10 月，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故意伤害案件中刑事和解案件人数占同

期同类型案件人数的 86.7%，但在深挖数

据后，检察官发现，通过调解后达成和解

这一形式还存在一定的薄弱。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典

型代表，在消弭当事双方矛盾，解决案件

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晓岚说，

“为此，我们高度重视刑事和解工作，将刑

事和解作为故意伤害案件前期工作的必

要和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希望可以通过促

进双方自行和解、检察机关建议和解、通

过调解后达成和解等多种形式促成刑事

和解。 ”

因此， 2022 年 11 月 5 日，徐汇区人

民检察院与徐汇区司法局会签《关于轻微

刑事案件检察环节诉调对接的协作备忘

录（试行）》（以下简称“备忘录”），通过引

入群众工作能力强， 调解经验丰富的社

会调解员，促进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

依据《备忘录》，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

逮捕、审查起诉轻微刑事案件期间，根据

双方当事人申请或者征求双方当事人意

愿后，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人民调解条件

的，移送本区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指派相

关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法受理，对案件

中有关赔偿等事项进行调解，调解结果作

为是否批准逮捕、是否提起公诉、是否建

议人民法院判处缓刑或者从轻处罚的重

要依据之一。

据悉，自“诉调对接”机制施行以来，

经当事人申请，目前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已

将多起轻微刑事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取得

化解矛盾良好效果，案件类型涉及故意伤

害、寻衅滋事等，较好实现了办案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接下来，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将深入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和“少捕慎诉

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聚焦检调衔接制

度中存在的难点、重点，进行调查、研究形

成完善的工作方案，继续研究推进检调对

接工作，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把老

百姓身边的每一件“小案”办好。

近年来，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

发现， 普通刑事案件中故意伤害案件占比

较大，多为民事纠纷引起，案件主要事实清

楚，但矛盾焦点大多集中在赔偿问题上。想

要将老百姓身边的“小案”办好，不能仅仅

是简单的案结事了，也要能修复社会关系，

提升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度， 这些都

是摆在检察官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进一步助推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实

质性化解，徐汇区人民检察院试行“诉调对

接”机制，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合法

权益的同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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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小王下班后和三名同事约在

饭馆一起喝酒。 酒过三巡后，小

王和同事小刘打起了赌， 双方约

定，只要小王一口气喝完一瓶白

酒， 小刘就输给他 500 块钱。 随

后，小王拿起一瓶白酒一饮而尽。

没过多久，小王就倒地不起，最终

抢救无效死亡。 和小王一起喝酒

的三名同事需要担责吗？

【以案说法】

需要。 三名同事作为共同参

与人，存在劝酒、激将等行为，没

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 因此必

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

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 其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六十八条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实

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

当承担连带责任。

（来源： 人民网）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律师都会劝当事

人不要轻易打官司。 晓卡一直在教大家怎

么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也

一直在说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尽量不要打官司。

一、打官司费用很高

诉讼费其实没多少钱， 最便宜 50 块

钱就可以搞定，只要案件牵扯到的财产不

是特别多， 基本上 1000 块钱以内的诉讼

费可以搞定大部分的民事案件。 但现实情

况是很多普通人不懂法律，也不知道怎么

打官司，这就需要委托律师，律师费动辄

成千上万，多的甚至好几万。 另外再加上

差旅费之类的，如果牵扯到钱的案件可能

还会有保全费、执行费等等，综合下来一

场官司的费用可能要在几万块。 如果你维

权的金额不大，比如只有一两万块，那请

律师打官司真的是不划算的。

二、打官司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打官司并不是说今天立案， 明天开

庭，后天就可以拿到判决，按照相关法律

规定，如果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一般要在

立案后三个月内审理结束， 适用普通程

序，一般审理期限是六个月。 这期间你并

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的，你要通过各种渠

道搜集证据，向法院了解情况等等，就算

你请了律师， 你也要不停地和律师沟通，

而且很多人因为心思全都在官司上面，可

能会导致无心工作，甚至有些心态不好的

正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另外我们刚才说的 3-6 个月只是规

定的时间，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这个时

间可能是会延长的，有些案件一两年没有

审理完成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三、任何官司都有风险

并不是说你认为你有理或者你委屈这

个案件就一定会赢的，在现实操作当中，任

何一个案件都有败诉的风险，我们举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债务纠纷，你手里有借条，

有转账记录， 甚至有当时的录像等等，按

理说证据已经很充足了吧，但在庭审当中

我们还要考虑你这个借款有没有超过诉

讼时效，如果超过诉讼时效，就算你的证据

再充足，也会被法院驳回。

另外，就算你胜诉了，对方就是没有

钱，名下也没有任何资产，你还是拿他一点

办法都没有！的确，我们可以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但对方名下什么都没有，你执行什么

呢？ 总不能执行他的命吧。

四、有些案件不适合打官司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会发现， 有些

案件投诉举报比打官司更有效果， 如果有

打过官司的朋友会发现， 就算你已经委托

了律师， 律师在开庭之前一般也会建议你

向某个部门投诉试一下， 其实很简单的道

理，投诉能解决的问题，就没有必要通过诉

讼解决了。很多人说投诉没有效果，但晓卡

也投诉过很多事情， 几乎每件事情都能收

到回应， 不说百分百能完全按照我的想法

解决， 但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案件时能够

得到很好的解决的。 你投诉没有用是因为

你没有找对部门，没有找对方法。

有良知的律师都会告诉你不要轻易打官司，最终可能得不偿失

晓 卡

同桌饮酒出意外

共饮者是否需要担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