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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起诉原则》等法规章程，为证据不足不起诉和

法定不起诉案件等尚未达到起诉条件的案件审理，提供

法律支撑和规范程序，以增强人民群众的公平感和正义

获 得 感 。 其 次 ， 建 立 “ 公 开 听 证 + 半 公 开 听 证 + 不 公 开

听证”的梯次差异化听证制度。对于不予起诉案件、刑

事申诉案件、诉讼监督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可采取全面

公开听证。其中，对于社会关注度较高或富有重大现实

警示教育意义的行政诉讼和公益诉讼可采取互联网直播

形式，以扩大案件的社会教育意义，并接受公众监督。

对于涉及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可采取抽选相关专业人士

参与听证的“半公开听证”方式。对于涉及国家安全、

商业机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案件，采取

“不公开听证”的方式。最后，应当细化并完善检察公

开听证的相关实施细则，建立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南性的

检察听证工作手册，推动检察听证工作的有效落地。

第二，坚持诉外治理与诉内治理相结合，以新时代

“枫桥经验”打通诉源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首先，

从“枫桥经验”的核心理念和实践经验来看，事前防范

和矛盾纠纷的预防调解是其工作重心。因此，在诉外治

理方面，检察工作应当注重法治宣传、强化矛盾纠纷的

风险预警与防控，提升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专业能力。

一方面，结合公开听证制度的现实要求和典型案件的社

会教育意义和法治宣传意义，创新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内

容，以多元化和沉浸式体验增强对社会大众的法治宣传

效果，提升其法治意识和参与司法实践的能力，进而强

化检察机关的诉外治理职能。另一方面，完善检察机关

的派驻体系，在公安机关、监狱管理机关设立相应的派

驻检察室，积极参与刑事立案、侦查取证和其他执法和

司 法 活 动 ， 增 强 检 察 机 关 的 监 督 能 力 ， 严 格 把 控 刑 事

“立案”关。最后，提升检察机关主动介入争议化解的

能力，通过建立与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政府行政争议热

点部门与检察院的信息共享机制，提升基层调解员的专

业技能，进而增强检察机关有效参与行政争议化解的工

作能力，实现源头治理。与此同时，强化检察机关诉内

治理能力。一方面，整合基层矛盾纠纷调解中心、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和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矛盾调解机

构，建立“大调解”中心。依托“大调解”中心的平台

化运作，推进检察院与法院、公安、司法、信访部门高

效联动、数据共享的诉源治理机制，实现“横向”联动

配合。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工作机制，结合领导包案、

巡回检察、不定期下访和专题工作机制，推动检察服务

向下延伸。

第三，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建立智慧

检察系统，推动技术赋能人民检察工作。一方面，通过

数字技术将日常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案件信息和数据进行

分类整理，形成可视化的数字地图。例如，在对基层社

会矛盾纠纷案件的相关人员、事件和地点信息进行归类

整理的基础上，构建专题库和主题库，利用大数据处理

技术进行筛查、比对、碰撞、验证，将数据转化为有效

信息，形成相应的风险地图，提高风险预警和信息研判

能力。另一方面，建立相应的反馈评价系统，增强社会

大众与检察机关的持续互动能力。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建

立检察工作数字化平台，设置群众反馈、办案评价和建

议征集等数字窗口。同时，明确控申部门坚持对已结案

件定期组织回访、开展满意度调查。对群众反馈的重要

问题，督促责任部门和责任人进行整改，以强化责任、

完善管理倒逼工作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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