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五：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信息化全程助跑 12309，信访

案件转化为司法救助

【案件情况】2018 年 5月，四川到拉萨打工人员严某（信访人）因劳资纠纷

与原案被告人张某发生冲突，被殴打致重伤二级，后张某投案自首。经法院审理，

张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附带对严某的民事赔偿 9.2万元。

但是因张某无力赔偿且无可执行财产，严某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2019年 1
月，严某因不服生效判决信访申诉至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以期得到法律赔

偿。经接访干警初步审查，发现其申诉理由不成立，但是严某作为刑事被害人，

因重伤治疗花费巨大，且身体残疾难以靠务工维持生计，加上需抚养女儿、赡养

父母及岳父母，全家人生活十分困难，属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符合司法救助的

条件。于是在向严某告知信访申诉案件审查意见的同时，告知其可以申请司法救

助。在严某申请司法救助后，城关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严某符合依法进行

司法救助的条件，决定向申请人严某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 4万元人民币，并远程

送达了司法救助决定书。

【技术应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在告知严某可以申请司法救助时，向

其介绍了网上办案提交相关材料与网络视频接访的渠道。

此后严某多次通过远程视频接访的方式向办案人员和驻院值班律师进行案

件咨询。办案人员为了更好地释法说理化解社会矛盾，远程连线严某、值班律师、

原案件承办检察官等人，核实案件情况，不仅查清了相关事实，更借助值班律师

的法律解答和援助，平息了严某心中的疑惑与不满。最终信访人员严某理解了相

关法律规定，撤回了申诉的信访要求，并接受了检察机关申请司法救助的建议。

2020年 3 月，严某又通过微信公众号的远程接访平台提交了《司法救助申请

书》《伤残鉴定意见》、遭受经济损失及贫困人员信息等相关证明材料。检察机

关办案人员通过远程视频办案的方式多次与律师、信访人沟通核实案件细节，并

且将案件办理的程序性信息同步短信推送告知严某。在严某提交救助申请后的 4
个工作日，根据《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试行）》，以及最高检、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相关要求，

城关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严某符合依法进行司法救助的条件，决定向申请人严某发

放国家司法救助金 4万元人民币，并远程送达了司法救助决定书。

纵观该案从信访申诉案件到司法救助案件的办案全流程，城关区人民检察院

借力信息化手段有效化解了信访案件的社会矛盾，“高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仅用 4个工作日便完成了从申请、审核到作出救助决定的全部司法程序，

不折不扣落实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全力确保疫情期间检察业务办案不停滞、不

拖延。真正落实了最高检张军检察长提出的检察办案要“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在案件中感受到了“高效”的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