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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检察推进智能化建设——

110个法律监督模型多为基层首创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寿江 通讯员 蔡欣

“在一段时间内办
理的多起贩卖毒品案
件中，都冒出一个绰号
叫‘矮麻子’的人，‘矮
麻子’是谁？”

近日，在湖北省检察官学院举办的
一场检察智能化建设优秀项目汇报展示
上，宜昌市伍家岗区检察院展示了该院研
发的“毒品犯罪网状打击与治理平台”。
检察官通过在平台中对“矮麻子”有关的
信息比对筛选，运用人物关系图谱分析，
很快确定“矮麻子”的真实身份，为深挖彻
查打击毒品犯罪提供了关键信息。

该应用上线 3 个月来，已筛选出涉
毒上下游团伙、跨区域案件、漏犯漏罪等
线索 340 余条，为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法

律监督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并与“全
省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实现了对接。

这是全省检察机关加强数字化、智
能化建设，以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推
进检察工作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省检察院在最高检、省委和
省委政法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政府的
有力支持下，充分发挥平安湖北建设领
导小组智能化建设组组长单位带头引领
作用，以政法信息化“1234”工程检察项
目建设为契机，按照《关于加快推进湖北
数字检察建设的意见》及“行动方案”等
规划接续努力，在实战中打造出智慧检
务建设“湖北模式”，为湖北数字检察工
作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数字基础设
施，成效显著。

“35个系统一键登录，真是太方便
了！”

清早，湖北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
察官古伟兵打开电脑，登录该院“智能化
集成应用平台”，开始了一天的办案工作。

古伟兵先审批了代理律师提交的
电子阅卷申请，接着配置了检察官助理
的办案案件协助权限，然后打开“智慧
公诉”系统辅助进行案件办理，在对案
件情况进一步掌握后，决定与侦查人员
一起去看现场，于是前往“车辆调度平
台”申请了办案用车……

“我们日常办案，用到的智慧应用
系统有35个，涵盖便民服务、办公办
案、决策管理等100多项内容，曾经每
个应用都需要单独登录，比较繁琐。”古
伟兵兴奋地说：“现在，智能化集成应用
平台将它们全部集成在一起，只需要一
键登录，就可以在智能化应用间无缝切
换了，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

记者看到，“智能化集成应用平台”集
成的不仅有智慧公诉、智慧民事、职务犯
罪检察系统等智慧辅助办案系统，还包
含12个视频应用系统，涵盖移动可视办
案、远程提讯、远程庭审、远程接访、远程
讨论、远程调度指挥等，为全省检察机关

“线上可视化办案”提供全面技术保障。

“智能化集成应用平台上，还有很
多实用的小工具。”湖北省检察院第六
检察部副主任廖静怡介绍：“在审查一
起民事申诉检察案件过程中，我们觉得
交易合同上的签字和公司印章存在疑
点，以往这种情况只能求助专业技术鉴
定，而现在可以通过平台中的小工具先
初步检测一下。”

打开“印章印文智能比对工具”，选
取检材印文和样本印文后，点击“自动重
叠”，工具显示“印文无法重合，重合度为
80%”；打开“摹仿笔迹智能识别工具”，
对待检签名和样本签名进行“自动提
取”，根据数据绘制灰度直方图，发现差
异明显。“这些说明，该合同上的签字和
公司印章可能有问题，需要进一步鉴定
核实。”廖静怡说。

语音实时转写、辅助量刑、伤情辅
助鉴定、运用三维人体模型示证，各种
智能小工具在平台中一键调用，让检察
办公办案效率大增。

数据显示，2023年，全省检察机关
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大数据赋能法律监
督专项行动，全省三级检察院积极运用
智能化系统，获取相关线索13618条，据
此成功推动3288件法律监督案件高质
效办理。

2023年10月，在全国检察机关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决赛现场，
省检察院主导研发的“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法律监督模型”得到评委们的一
致好评，斩获一等奖。

该模型从检察业务应用系统、驾
驶员及车辆注册管理系统、道路运输
从业资格管理系统获取相关数据，从

“应当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吊销”“应
当撤销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未撤销”
和“相关国家工作人员涉嫌渎职犯罪”
三个监督点入手，进行数据碰撞比对，
目前已推送的一批法律监督线索被查
实，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314份，
立办渎职犯罪案件7件，其中一起入
选最高检大数据赋能司法工作人员相
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典型案例。

无独有偶，省检察院“刑事诉讼
环节虚假立功法律监督模型”在这次
竞赛中也获得了一等奖，由武汉市东
西湖区检察院研发的“取保候审保证
金处理法律监督模型”获得二等奖。

2023年以来，在省检察院的引领
下，全省检察机关兴起了“用科技”的
热潮，共研发了110个数字检察法律
监督模型，涵盖“四大检察”和社会综
合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检察办案和开

展法律监督工作过程中，发挥了出奇
制胜的作用，而这当中的大部分，都
是由基层首创。

“我们通过举办全省政法智能化
项目成果比武、全省检察机关大数据法
律监督模型竞赛等活动，为基层研发的
检察应用、技术模型提供展示的舞台，
应用效果好的，纳入‘全省大数据法律
监督平台’供全省检察机关使用，实现

‘一地突破、全域共享’；出类拔萃的，积
极向最高检推荐，在全国检察系统推
广。”省检察院技术信息处处长樊晓萍
告诉记者，为加强对基层首创模型研发
和应用的指导，全省检察系统目前已组
建了27个模型研发团队，重点跟踪指
导67个成熟模型并汇编指引。

据介绍，省检察院在全省政法智
能化“1234”工程项目建设经验的基
础上，将48个已在全省应用项目与近
年来研发的数字检察模型有机结合，
既坚持全省统筹，又充分激发基层首
创活力，形成了运用科技持续为检察
工作赋能的良好生态，构建了以各业
务条线智慧应用系统为纵向部署，以
综合应用与管理系统为横向联结，以
智能化集成应用平台为总枢纽的全
省检察机关智能化应用网络。

“经系统研判，该案件风险较高，我们第一
时间通知办案的基层检察院，加快办案节奏，加
强释法说理，针对当事人的诉求，可以考虑组织
召开公开听证会……”

省检察院第十检察部副主任周蕾，结合一
起具体案件介绍“办案内部制约监督智能化平
台”时，侃侃而谈。

“办案内部制约监督智能化平台”包含风险
评估、质量监控、质效分析等多个模块，全省
130个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数据都在系统中，通
过将内部监督融入检察办案各环节，形成了办
案风险和质量“自动评估、监控整改、分析研判、
完善提高”的完整闭环。

以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推进检察工作现代
化，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果丰硕。

随州市曾都区检察院研发的“企业合规综
合办案平台”，打通网络藩篱，整合10余家行政
单位对企业的监管信息，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
跨网络信息融合等技术，实现了智能筛选合规
案件、跨网联通线上协作、实时监督合规程序等
全流程线上合规监督，受到社会多方肯定。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研发的“益心守
望智慧公益办案平台”，实现了线索智能推送、证
据收集固定和快速检测分析，为开展检察公益
诉讼、服务长江流域综合治理贡献力量。

房县检察院研发的“未成年人临界预防和
权益保护平台”，将分散在公安、法院、司法局和
全县200余所教育机构的数据整合起来，对未
成年人的“监护和家庭”“身体智力”“不良行为”
等17类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发现风险实时预
警，并分流至相关职能部门。截至目前，基于平
台推送线索，已开展临界预防25人，发出督促
监护令15份，开展司法救助16人次。

武穴市检察院利用自主研发的“卫片执法监
督模型”，从一定时段的卫片执法图斑信息中，比
对筛选出一批问题线索，核实并立案6件，有效
破解耕地保护线索发现难、长效治理难等问题。

“省检察院将继续担负好省委平安湖北建
设领导小组智能化建设组组长单位的责任，与各
成员单位齐心协力、协调联动，有力有序有效推
进智能化建设，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北、法
治湖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湖北省检察院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金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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