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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会商”助力法治上海建设

上海“校园反诈联盟”昨成立

大学生被骗最多 网购占比最大

□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近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司

法局、 上海市律师协会召开工

作交流会商会第一次会议， 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 落实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 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工作交流会商会部

署要求， 建立“四方会商” 机

制， 聚焦共同关注的律师工作

重点领域， 深化良性互动， 强

化协作配合， 携手推进法治上

海建设。

上海高院表示， 上海法

院要聚焦解决律师执业权利

保障中的突出问题， 健全完

善工作机制， 自觉接受监督，

扎扎实实逐项解决。 要发挥

数字法院建设效能， 进一步

研发便利律师立案、 诉讼、

执行等应用场景， 以数字技

术服务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要牢固树立法律职业共同体

意识， 畅通法官和律师沟通交

流渠道 ， 积 极构建“亲 ”

“清” 良性互动关系。 要发挥

“四方会商” 平台效能， 做好

交流会商成果落地见效的“后

半篇文章”， 深化协作配合，

共同强化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共担法治建设使命。

上海检察院表示， 法检司

律四方要紧跟党和国家的中心

任务， 紧扣上海发展的战略定

位， 紧随新时代人民群众法治

需求， 充分发挥好法治固根

本、 稳预期、 利长远的保障作

用。 上海检察机关将在每一个

检察案件中、 每一个案件的每

一个环节中， 严格依法全方

位、 全链条保障律师的知情

权、 阅卷权、 会见权、 提出意

见权等诉讼权利。 同时， 担当

好法律监督职责， 从源头上减

少阻碍律师执业权利情况的发

生。 希望四方深化协作、 增进

互信， 巩固深化交流会商成

果， 共同答好“在法治轨道上

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 的时代命题。

上海市司法局方面表示，

要用好“四方会商” 机制平

台， 充分发挥法检司律沟通协

调机制作用， 加强律师执业权

利的保障。 要弘扬人民至上理

念， 践行服务为民宗旨， 引导

广大律师积极投身公共法律服

务， 主动融入上海改革发展的

中心大局， 促进法律服务提质

增效。 要加强行业监管， 坚持

严管与厚爱相结合， 积极引导

广大律师依法依规诚信执业，

同时加强律师职业道德教育、

律师事务所的规范化管理等工

作， 努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优

良、 业务能力精湛、 具有较高

职业道德水平、 社会评价良好

的律师队伍。

近年来， 上海法律职业共

同体建设呈现良好局面， 逐步

形成了律师与法官、 检察官良

性互动的关系， 为进一步促进

司法公正、 社会和谐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上海市律协方面则建

议进一步重视发挥律师作用，

努力构建律师参与司法工作的

体制机制， 发挥律师在立案、

审判、 调解、 执行等工作环节

中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畅通沟

通联络渠道， 落实好现有合作

协议， 建立完善多方协调、 解

决机制。 进一步提升共同体合

作水平， 依托各方组织优势，

加强资源共享， 努力推动形成

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上海

经验”， 建立互相尊重、 互相

监督的良性职业生态环境， 为

人民群众提供一流的法治服务

和法治保障。

与会人员围绕进一步依法

保障律师各项执业权利、 提升

法律服务质效、 建立定期会商

机制等方面达成共识并形成纪

要， 切实推动各项要求落到实

处、 取得实效。

□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 上海

2024“校园反诈开学季” 活

动暨“校园反诈联盟” 成立

仪式在同济大学举行。 记者

获悉， 今年全市共接报在校

师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

下降13.5%， 案损同比下降

41.9%， 其中大学生群体占

被骗师生总数的占比最高。

针对在校师生遭受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的情

况， 上海警方紧密依托市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

调机制， 会同市教委进一步

强化警校联动， 探索形成

“院—校—市”三级反诈劝阻

模式， 不断完善校园反诈工

作机制，提升劝阻实效；联合

本市互联网企业、 通信运营

商、银行等部门，严格守牢涉诈

“信息进口”和“资金出口”。

诈骗案件涉及大学生、 中

小学生、 中职院校生、 教职工

四类人群。 其中， 大学生群体

占被骗师生总数的占比最高。

从发案情况来看， 网购类是占

比最高的案件类别。 大学生群

体往往容易被“演唱会门票、

低价二手物品、 稀有游戏装

备” 等关键词吸引， 警方提

醒： 一定要在正规平台交易，

不轻信“免费、 低价转让、 内

部渠道” 等话术。 其次是投资

理财和刷单， 占比均较高。

中小学生群体， 发案占比

最高的也是网购类， 但是跟大

学生不同的是， “免费游戏皮

肤、 明星限量周边” 这样的幌

子对中小学生更有吸引力。 同

时， 中小学生对网络安全的认

知有限， 容易随意点击弹窗广

告， 辨别真伪的能力较弱， 更

容易被骗子操纵， 因此， 冒充

客服类诈骗也是占比较高的一

类。 中专职校学生群体发案情

况与中小学生类似， 其中， 刷

单的占比明显高于中小学生。

刷单作为电诈之王， 层出不穷

的组合方式， 令人眼花缭乱，

平台做任务， 点赞领红包， 同

城交友， 无门槛兼职等等。 警

方提醒学生记住： 在网上凡是

让你先垫钱的， 都是诈骗。

教职工发案情况， 跟学生

群体明显不同的是， 虚假投资

理财类诈骗是教职工发案最

高， 也是杀伤力最大的诈骗类

型。 有的被害人不仅被骗所有

积蓄， 甚至还问亲朋好友借

钱， 去网络平台借贷， 背上一

身债， 非常可怕。

是谁住进了

他们的保障性住房？
■ 详见A2

本期导读

茶摊上学会诈骗“技术”
男子利用支付宝“小荷包”转走钱款

■ 详见A7

2024年“校园反诈开学季” 活动昨天在同济大学启动 记者 王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