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由司法鉴定

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司法鉴定理论

与实践研讨会在上海拉开序幕 。

研讨会以 “新时代司法鉴定高质

量发展” 为主题， 邀请国内外知

名专家汇聚 “云端”， 就司法鉴定

热点与焦点、 发展与趋势以及近

年来在理论研究、 科技创新和鉴

定实践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验

展开交流与报告， 旨在进一步促

进司法鉴定领域的理论创新与科

技进步，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 两年一届的司法鉴定

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

了 8 届， 在弘扬科学精神、 践行

法治思想、 推动技术进步、 助力

行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已经成为业内颇负盛名的国际性

学术盛会。 本次研讨会聚焦高质

量发展， 以科学思考交汇学术智

慧， 以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

度创新驱动行业发展， 是深入践

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落实科教兴

国战略，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

司法鉴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次

生动实践。

研讨会为期两天， 大咖云集，

来自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司法

执法等各领域， 既有司法鉴定领

域技术大家， 也有医学法学名家、

行政管理专家， 他们将围绕司法

鉴定立法与行政管理、 标准化与

技术管理、 道路交通事故、 文痕

与微量物证、 环境损害、 声像和

电子数据、 法医物证、 法医病理、

法医毒化、 法医临床、 法医精神

病等 11 个议题展开精彩的专业学

术报告。

首次创设的司法鉴定立法与

行政管理分会场， 将以法治化为

导向， 以助推司法鉴定立法、 完

善制度体系建设为目标， 进一步

启迪思维、 凝聚共识， 促进司法

鉴定更好赋能法治社会建设。 延

续传统的专业技术分会场， 将紧

贴时代、 社会热点科技， 如针对

近年来 “智能网联汽车安全 ”

“生态环境损 害 ” “ AI 伪 造 ”

“新精神活性物质” “虚拟现实技

术” “标准化” 等热点话题， 本

届研讨会邀请行业知名专家学者

研讨分享， 并增设场次和报告数

量， 便于参会者根据专业和兴趣

选择聆听， 提高会议效能， 分享

最新成果。

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上， 中国

工程院院士丛斌发表了视频贺词，

他表示 2022 年， 我国学科专业目

录进行了调整， 法医学科成为国

家一级学科，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 在丛斌看来， 法医学是研究

并解决与法律有关的人身损害 、

死亡、 身份鉴识等问题， 为刑事

侦查提供线索， 为审判提供证据

的医学学科 ， 是维护公共安全 ，

服务于国家行政和司法机关的鉴

识医学， 属国家医学。 新的时期，

法医学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公共安

全中将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全体法医人将肩负着重

大的历史责任， 同时也面临着巨

大的风险挑战。 在错综复杂的案

（事） 件处理中， 法医检案面对的

场景、 线索、 生物检材常常具有

动态可变性和不确定性， 这些都

是法医学研究亟需攻克的国际前

沿性难题。 但他相信， 随着法医

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国家的持续投

入， 学科交叉、 融合创新必将推

动更多新的突破性成果产出。

大会主席、 司鉴院院长舒国

华对参会者表示热烈欢迎。 他表

示， 今年正值司法鉴定科学研究

院复建 40 周年。 40 年来， 一代代

司鉴人栉风沐雨 ， 司鉴院承担

“十二五” “十三五” “十四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一些专

业在司法鉴定领域处于国内甚至

国际领先地位。 同时司鉴院致力

于全国重大疑难、 复杂敏感案件

解决， 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人民权益， 彰显 “国家级司

法鉴定机构” 的责任担当。 司鉴

院坚持服务大局、服务行业，立足

五大职能、发挥行业优势，服务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协助开展资质认

定、能力验证、标准研制、职称评审

等活动，助力国家司法鉴定质量和

行业公信力的不断提升。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2023 年， 是检察建议

写入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5 周年。

昨天，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 发布 《上海市检察机关社

会 治 理 检 察 建 议 工 作 白 皮 书

（2018-2022）》 （下称 《白皮书》）。

《白皮书》 显示， 2018-2022 年， 全

市各级检察机关共制发社会治理检

察建议 2528 件 ， 共收到回复 2509

件， 回复率为 99.25％， 回复的检察

建议共被采纳 2506 件 ， 采纳率为

99.88%。 5 年来 ， 上海各级检察机

关制发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涉及领

域逐渐丰富， 既有对涉案个体内部

管理监督， 也有对行业规范的监督，

还有对政府管理的推动， 体现了检

察机关助力上海超大城市建设、 参

与社会治理的覆盖广度和治理深度。

市检察院表示， 社会治理检察

建议是新时代检察机关以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参与社会治理重要手段。

5 年来， 上海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践行人民城市

重要理念， 不断完善检察建议工作

机制， 依法能动履职， 强化诉源治

理， 推动相关领域系统治理法治化、

精细化， 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 记者注意到，

上海检察机关在针对涉案单位内部

管理问题、 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有关

问题、 行业治理、 公共安全、 保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领域均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

上海检察机关始终坚持程序规

范、 机制创新， 注重凝聚合力、 跟

踪问效， 推动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

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市检察院坚持

目标问题导向和检察一体化优势 ，

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纳入重点

工作民生保障专项， 同时注重建章

立制形成长效机制， 5 年间共推动

被建议单位形成长效机制、 出台规

范性文件 560 件， 包括 《奉贤区未

成年人出入点播影院五项规定》、 青

浦区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

等等。

秉持“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全市

检察机关针对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在

与职能部门充分沟通基础上，凝聚共

识、积聚合力，通过开展联合行动推

动疑难问题整治。如松江区人民检察

院联合区应急管理、公安、消防等部

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活动。

市检察院每年定期将季度、 年

度全市检察建议工作报告报送市人

大常委会， 推动将检察建议回复采

纳情况纳入市级、 区级法治政府建

设考核项目， 有效调动被建议单位

及其主管部门的积极性与参与性 ，

有效提升检察建议刚性。

为进一步规范、 加强本市社会

治理检察建议工作， 提升诉源治理

能力和法律监督质效， 今年， 市检

察院审议通过 《上海市检察机关社

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指引》 （下称

《指引》）。 《指引》 坚持规范导向，

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 整合现行检

察建议工作相关规定， 就以往司法

实践中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遇到

的具体问题， 明确 25 个细化点， 并

结合最高检典型案例及上海检察工

作实际， 提出规范化、 项目化、 公

开化等工作要求 ， 以质量为核心 、

规范为抓手， 为提升检察建议社会

治理综合效能贡献上海智慧。

五大领域深度参与 检察建议“掷地有声”
上海市检察院发布《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白皮书（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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