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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院发手册教法官“拒腐”

近日，浙江省高院给全省法院下发“拒腐”手册。 手册模拟了法官在办案中可能遇到的 2 4 种送礼、请托场景，

并给出处理意见：收到老乡送的土特产，可回赠一定的土特产或礼品；饭局遇到当事人应设法借故离开；当事人

留装了现金的信封应转账退还……

某日，你多年未见的同学、战友突然约你出来聚一下，你会

如何处理？

如果你是一名法官，却二话不说地就去赴约，那就可能有麻

烦啦。

最近，浙江省全省法院每位干警都收到了一本“拒腐”手册，

手册模拟了法官在办案中可能遇到的 24种送礼、 请托场景，并

给出了处理建议， 还配以各种通俗易懂的反腐倡廉漫画作为补

白。

“如果法官接受说情送礼，天平将会倾斜；冷冰冰、硬邦邦地

简单拒绝又可能导致与亲朋好友断绝往来。”浙江省高院院长齐

奇说，法官不仅要敢于拒绝、勇于拒绝，还要善于拒绝、艺术拒

绝。 于是，该院纪检组监察室在广泛调研基础上编写了《柔性处

理，艺术拒绝———法院干警拒礼、拒请、拒托提示手册》。

场景 A：当事人到家里拜访

某日，当事人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你的家庭住址，并以沟通

案情为由到你家拜访，你会如何处理？如果是亲友直接带到你家

门口，你会如何处理？

处理建议：

应态度坚决，将当事人拒之门外，明确告知法官不能和当事

人私下接触，也不能接受当事人的任何礼品、礼物，涉案反映可

通过正常途径公开进行；同时，对其要求公正办案的心情表示理

解，也请其相信法院、尊重法官。

如果是亲友直接带到家门口， 酌情参照前述办法处理；同

时，可向亲友说明法院的纪律规定，请其理解。

场景 B：人被劝走了信封留下了

场景 A中，你将该当事人劝走了，但第二天你在楼下信箱

或者小区门岗处发现当事人留下的装有若干购物卡或现金的信

封，你会如何处理？

处理建议：

首先向部门廉政监察员或部门领导报告情况， 并第一时间

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确认卡券、现金是否为其所留；同时告知当

事人，如无人认领，将上缴纪检监察部门。

如果当事人认可，在核对信息无误后，限期将卡券、现金退

回；对现金可在询问当事人银行卡号后转账退还，也可根据当事

人住址通过邮局汇款，并妥善保管相关凭证。

如果当事人不承认或拒不取回，及时上缴院纪检监察部门，

并视情告知当事人。

场景 C：婚丧嫁娶送红包

如果当事人得知你家婚丧嫁娶的消息， 并借机出席送上红

包，你会如何处理？

处理建议：

记录送礼人姓名、礼金数额等情况，事后第一时间与当事人

取得联系，在致以感谢的同时，告知法院有严禁收受当事人请客

送礼的规定，如果收下礼金会造成对方当事人合理怀疑，限期请

其取回，并请其相信法院和法官会依法公正、廉洁办案；同时，将

该情况报告部门廉政监察员或部门领导。

如果当事人前来取回， 会同部门廉政监察员或部门领导退

回，或者询问当事人银行卡号后转账退还，也可根据当事人住址

通过邮局汇款，并妥善保管相关凭证；如果当事人拒不取回或超

期不取的，及时上缴院纪检监察部门，并视情告知当事人。

场景 D：老乡送土特产

某日，你的一位老乡给你送来了一些土特产，但并未提起有

案件的事情需要你帮助打招呼或说情；老乡走后，你发现土特产

下面还放了购物卡或现金，你会如何处理？

处理建议：

第一时间与老乡取得联系， 询问其放购物卡或现金的原

因，如果老乡承认是想通过你为某案件打招呼，可告知其法院

的有关纪律规定，请其相信法院和法官会公正、廉洁办案；并

请其择日(十天左右)取回购物卡或现金，对现金可在问清其银

行卡号后转账退还，或根据其住址通过邮局汇款，并妥善保管

相关凭证；有合适机会时，可回赠老乡一定的土特产或礼品。

场景 E：有人把住宿费付了

某日，你和同事前往外地进行诉讼保全或执行，因对当地情

况不熟，需要当事人协助配合，经部门领导同意，你与一方当事

人的法务部门负责人张某一同前往，在宾馆住宿费用结算时，你

发现费用已结清，你会如何处理？

处理建议：

第一时间与张某取得联系，询问住宿费用是否为其结算。核

对无误后， 告知其法院有严禁接受当事人及案件相关人员的财

物、 宴请或者其他利益的规定， 请其相信法院和法官会依法公

正、廉洁办案，并将住宿费用予以退还；有关费用按规定回单位

报销，并将该情况向部门廉政监察员或部门领导报告。

场景 F：手机被充值了

某日，你的手机被当事人成功充值若干元，你会如

何处理？

处理建议：

首先向部门廉政监察员或部门领导报告情况，并第

一时间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告知法院的纪律规定，限期

请其取回等额的现金，并请其相信法院和法官会依法公

正、廉洁办案。如果当事人按期前来，会同部门廉政监察

员或部门领导退回等额现金，如果超期不取，可给其手

机号码充等额话费； 或询问当事人银行卡号后转账退

还；或根据当事人住址通过邮局汇款；或将等额现金上

缴院纪检监察部门，并视情告知当事人。

场景 G：被请去茶室调解

某日，你出差对某案件进行调查，当天晚上，一方当

事人以双方已达成初步和解方案，需要你进一步做协调

工作为由， 邀请你到当地某会所或茶室主持双方调解，

你会如何处理？

处理建议：

首先，肯定当事人处理案件的积极态度和对法官的

信任；

其次，告诉其现在是晚间，可约在第二天上班时间

到当地法院或下榻宾馆房间进行调解；如果遇到你因急

事第二天需赶回单位、第二天是周末当地法院不上班等

特殊情况，可邀请双方当事人到下榻宾馆，与同事共同

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或视情另行约定时间在法院机关

进行调解。

场景 H：饭局偶遇当事人

某日，你受亲友、长辈、领导、老师或同学邀请聚餐，

入席时发现有案件当事人在场，你会如何处理？ 如果该

当事人是中途到场的，你又会如何处理？

处理建议：

不论入席时发现当事人在场，还是当事人是中途到

场，均应设法借故离开(例如家人来电，家中有急事需即

刻回去处理；领导来电，单位有急事需要加班，等等)；如

碍于情面确实难以离开的，应当坚持原则，避免谈论案

件，并建议当事人通过正常的来访途径书面反映情况。

事后， 可向亲友解释和说明法院的有关纪律规定，

恳请得到理解和支持。同时，要及时向组织说明情况，可

能引起合理怀疑的，应主动申请回避。

场景 I：老领导打来电话

某日，你接到一位退休老领导打来的电话，询问你

主审的某案件的审判结果，你会如何处理？

处理建议：

可向老领导表示尊敬，问候身体健康情况，告知其

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 有一些事实仍需进一步查清，目

前尚无倾向性意见和结论，但一定会公正审理案件。 待

裁判文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以后，可主动向老领导汇报审

判结果。

场景 J：亲友来打听案件

某日，你的亲友前来咨询他人主审的某案件，并要

求你代为反映案件情况，你该如何处理？

处理建议：

可告知亲友，主审法官对案情的掌握较全面，相应

的判断也较准确， 他人的建议对你有可能产生误导，要

相信主审法官会公正办案；而且，法院有不能打听案件、

不允许插手过问他人正在办理案件的纪律规定，希望亲

朋好友能够理解。 如果亲友坚持要求代为反映情况的，

告知其自己不能直接向案件承办法院、案件承办部门及

相关审判组织或者审判人员反映情况和打招呼，只能按

规定将涉案反映材料送交本院立案信访部门处理。

场景 K：多年未见的同学来电

某日，你多年未见的同学、战友突然来电请你吃饭，

你会如何处理？

处理建议：

首先，对同学、战友表示问候；其次，在电话中可与

同学、战友以聊天的方式了解其真实意图。 如果有案件

请你帮忙关照或打招呼，应尽量婉拒聚会；如果在电话

中并没有说明有案件请你帮忙， 但在饭桌上才谈起时，

应委婉告知法院的纪律规定，请其理解；同时，可请同

学、战友转达案件当事人，如果其有涉案要求，可通过正

常的来访途径向主审法官反映， 并请其相信法院会公

正、廉洁司法。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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