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 链接

株洲市中心医院司法鉴
定中心对外业务范围：

一、法医临床鉴定：

1.0201人体损伤程度鉴定；

2.0202人体残疾等级鉴定；

3.0203赔偿相关鉴定；

4.0204人体功能评定（限 020401 视

觉功能、020402听觉功能）；

5.0207医疗损害鉴定；

6.0208骨龄鉴定；

7.0209 与人体损伤相关的其他法

医临床鉴定（限伤病关系）。

二、法医病理鉴定：

1.0101死亡原因鉴定；

2.0102 器官组织法医病理学检验

与诊断；

3.0103死亡方式判断；

4.0104死亡时间推断；

5.0105损伤时间推断；

6.0106致伤物推断；

7.0107成伤机制分析。

三、法医物证鉴定：

1.0401个体识别；

2.0402三联体亲子关系鉴定；

3.0403二联体亲子关系鉴定。

四、法医毒物鉴定：

0502挥发性毒物鉴定（限乙醇检测）。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路 116

号（株洲市中心医院门诊四楼）

电话：0731-28561147（鉴定受理咨询）

0731-28561206（亲子鉴定专线）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实习生/曾怡婧 通讯员/鄢甜

你可能看过警匪剧中的“辩骨识人”，

又或者宫斗剧里的滴血认亲。殊不知，这些

看似不可思议的桥段，都是司法鉴定工作

中的一部分。

司法鉴定意见是法官定案的关键证

据，它可能左右着判决，甚至攸关人命。

近期，湖南省司法厅公布了 2022 年度

全省司法鉴定登记评估结果，株洲市中心

医院司法鉴定中心成我市唯一一家获评 A

级的司法鉴定机构。

这家有 18 年历史的司法鉴定机构为何

能脱颖而出，他们如何用技术还原真相，守

护司法公正？

鉴定专家的“火眼金睛”

基因测序仪、高效液相色谱……走进

株洲市中心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一系列高

科技设备让人目不暇接。

这是我市规模最大的司法鉴定机构，

目前可受理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物证鉴定等四大类 18

项司法鉴定业务。

在实验室，只见鉴定人员穿着白大褂

工作，他们看起来有些像“医生”。

“司法鉴定人员被称为‘白衣法官’。”

株洲市中心医院司法鉴定中心负责人蒋最

明做了个形象的比喻。

工作时，蒋最明和同事有时会遇到这

样的情况：有的当事人为索要更多的赔偿

夸大伤情，有的被告人为减轻刑事处罚伪

造病例……

如何甄别真伪维护司法公正？

“我们将鉴定质量作为重中之重，让证

据自己说话。”蒋最明说，鉴定专家必须练

就“火眼金睛”，深入了解案情、查阅临床病

历资料、反复审阅影像片及查看视频等，不

放过每一个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尽可能让

鉴定更精准。

比如做身体损伤鉴定时，如果不仔细

观察身体损伤程度，不思考损伤的部位是

直接打击还是对冲伤，并研判打击发生之

时是减速运动还是加速运动，就无法得到

准确的鉴定意见。

当然，更多时候靠的是严苛的制度。例

如，法医所接的临床案件从受理到最后鉴

定文本完成，必须经过合同评审、资料审

查、法医临床检验、专家会诊、复核签发、文

本严格校对等多个环节。

数据显示，去年，该中心承办的案件在

全市同类机构中最多。

500例亲子鉴定中
否定亲缘关系的很少

“我想做个鉴定，看看儿子到底是不是

我的。”前段时间，一位六旬老人拉着一名

年轻男子走进了法医物证鉴定室。

原来，老人来自农村，连小学都没毕

业，儿子却是博士。

“你这么蠢，怎么会生出博士？”有一

次，老人与邻居发生了争吵，没想到，对方

一句揶揄的话让他有了心结。慢慢地，他的

疑心越来越重，直至闹到了司法鉴定中心。

弄清缘由后，法医物证技术负责人申

琴接过两人的身份证，一边录入身份信息，

一边进行人脸识别。

随后，她提取了二人的生物样本。一周

后，拿到结果的老人松了一口气，儿子确实

是他亲生的，心结也就此解开。

“我们这里几乎每天都要上演现代版

的‘滴血认亲’故事，亲子鉴定的结论，关系

到一个家庭的命运，因此一例都不能错，也

绝对不能假。”申琴介绍，作为株洲地区唯

一一家开展 DNA 亲子鉴定的机构，每年，

该中心会进行约 500例亲子鉴定。

目前，DNA 鉴定肯定亲子关系的准确

率可达到 99.99%，进行 DNA 鉴定的 70%以

上因户口变动，20%是私人咨询与孩子的

亲缘关系。其中，大部分经鉴定后都证明孩

子 是 亲 生 的 ，否 定 亲 缘 关 系 的 仅 占 10%

左右。

家丑不可外扬？
及时取证很重要

据联合国统计，在每三名妇女中，就有

一名曾遭受过身体暴力，而大部分施暴者

是受害者的亲密伴侣。

你或许不知道，株洲市中心医院司法

鉴定中心还有个身份——株洲市家庭暴力

伤情鉴定中心。

2013 年 10 月 24 日，市妇联、市司法局

和市中心医院等部门联合挂牌成立该中

心，旨在为受暴者提供及时、科学、公正的

司法鉴定意见。

可现实是，每年来该中心进行家暴伤

情鉴定的不足 20 人。蒋最明曾接待过这样

一位求助者，这名女子和丈夫都是海归，两

人在三亚度蜜月期间，由于几句争吵，丈夫

便踹了她一脚。

没想到，这只是开始。后来由于各种琐

事，丈夫频繁对她出手，有一次甚至拽着她

的头发从二楼打到了一楼。

“当他掐住我喉咙的时候，感觉他想掐

死我。以前我总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一次次

忍了下来，可这一次，我彻底绝望了。”面对

鉴定人员，女子痛哭流涕地说道。

最终，她被鉴定为颈部扼伤，多处软组

织挫伤。凭借着伤情鉴定报告，女子将丈夫

告上法庭。

“大多数女性在遭受暴力后，会为了孩

子、名声或家庭等选择妥协。”蒋最明建议，

更多的受害者能及时取证，也就是在伤情、

伤 痕 消 失 前 固 定 证 据 ，这 样 才 能 约 束 施

暴者。

为了给更多妇女提供一站式法律服

务，2019 年，该中心在市妇联的组织下，成

立了“辣妹子温馨驿家”，并设立“家庭暴力

庇护中心”。他们希望，能用司法的力量为

更多的妇女撑起“保护伞”。

情法交融
让司法鉴定更有温度

“感谢你们，解了我们一家的燃眉之

急。”6月 16日，在株洲市中心医院司法鉴定

中心，来自醴陵的汤师傅将一封感谢信交

给申琴。

原来，老人家境贫寒，儿子患有肝硬

化，儿媳多年前离家出走，留下一个孩子。

由于儿子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孩子一直没

上户。如今，6 岁的孙女即将入学，必须有亲

子鉴定报告才能办理户口，这让汤师傅心

急如焚。

“别担心，我们帮您想办法。”得知汤师

傅的情况后，申琴立即向领导汇报。最终，

该中心决定为老人减免一半的鉴定费用。

一周后，他如愿拿到了鉴定报告。

这样的暖心服务在株洲市中心医院司

法鉴定中心并不鲜见。

2019 年冬天，鉴定人员冒着严寒赶赴

炎陵，为一名卧床在家的车祸患者进行司

法鉴定，让他及时拿到伤残补贴；今年 2 月

21 日，他们赴雷打石镇和群丰镇开展爱心

下乡助残活动，帮助 10名残疾人完成鉴定，

解决了这群人的“急难愁盼”……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该中心提供上门司法鉴定服

务达 39人次。

如今，这群“白衣法官”仍在奔忙，他们

为了维护真相，更为了守护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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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医院司法鉴定中心有一帮明察秋毫的“白衣法官”

为了维护真相 更为守护人心

▲市民在株洲市中心医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咨询。

▲株洲市中心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专家正在进行伤情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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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论

荷 塘 区 基 层 治 理 与

产业发展能否实现“同频

共振”的问题，本质上是

如何处理好稳定与发展

的关系问题。没有安稳的

社会环境，一个地区的产

业发展就难以稳固；而缺

乏坚实的产业发展基础，

来之不易的稳定最终必

定是短暂和脆弱的。

当 前 ， 荷 塘 区 要 实

现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

的“同频共振”，从操作

层面来说，亟需建立三

个方面的机制：

首 先 ， 要 建 立 基 层

治理与产业发展“同频

共振”的衔接机制。一

方面，要以观念转变促

进思想衔接，通过市场

观念的强化、服务意识

的教育、契约观念的增

强，培育与本地产业发

展 相 契 合 的 价 值 理 念 ；

另一方面，要以教育培

训推动能力衔接。要着

眼社区定期开展产业政

策、服务标准与工作要

求等方面的知识技能培

训，为本地企业提供足

够的劳动力储备，促进

更多居民有条件参与到

地方产业发展中去。

其 次 ， 建 立 基 层 治

理与产业发展“同频共

振”的参与机制。一方

面，要在分享产业发展

机 遇 中 形 成 广 泛 参 与 。

硬质合金产业的发展壮

大，理应为居民就地就

近创业就业提供机会与

可能，推动本地居民广

泛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各

个环节中去。二是要在

基层矛盾纠纷调处中实

现深度参与。产业发展

不仅带来机遇，也可能

会 催 生 一 些 矛 盾 纠 纷 。

因而要在不断创新基层

社会矛盾调处机制，为

企业减少后顾之忧。

最 后 ， 建 立 基 层 治

理与产业发展“同频共

振”的共赢机制。一方

面，要让利益联结带动

共赢。通过社区与居民

在产业发展中的广泛参

与 ， 形 成 “ 利 益 相 关 ”

或“利益联结”的共同

体，是实现共赢发展的

动力源。另一方面，要

以 利 益 协 调 促 进 共 赢 。

尤其要注重协调处理好

企业发展与地方政府之

间 可 能 出 现 的 利 益 分

歧，形成制度化协商机

制，真正使共赢发展获

得制度支撑。

而今迈步从头越

《问道》在荷塘区干部群体中引起广泛关注。荷塘区委宣传部/供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9 月 5 日，株洲日报刊发 《荷塘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如

何同频共振？》，直面荷塘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

行”的基层治理工作与产业发展“掉队”的结构性矛盾，并

指出应该以人的根本需求来融合，加大智能化、信息化手段

的运用，完善生活配套，达到吸引人、留住人的目的。并寻

找“他山之石”，探索基层治理为产业赋能之道。

文章刊发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荷塘区委书记方靖表示，面对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发

展大环境，荷塘区将紧扣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加快推进

“一区两城”建设。在产业发展上下狠功夫，坚定“一产

精、二产专、三产新”的思路，统筹推进湖南先进硬质材料

产业园、三一智慧钢铁城、国家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项

目等重点项目建设。在基层治理上，继续秉持“六化”理

念，紧盯基层治理难点、重点、堵点，健全治理机制体制，

做实一批民生实事，打造一批基层治理品牌，全面提升基层

治理水平，以实干实绩为“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

争光添彩。

荷塘区委副书记、区长罗鹏程说，“关键的关键是落实

好市委书记曹慧泉提出‘五个一’思路，以产业链思维助推

强链补链。”当下就是要做优服务，做强科创中心、检测中

心、产业协会、促进中心、产业链办等公共服务平台。长期

来看，就是要实现株洲先进硬质材料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

合，建立从上游粉末原材料制备到中游基体材料制造、下游

终端工具产品加工和资源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体系，缔造

“中国先进硬质材料之都”。

当天，该篇报道经学习强国、新华网等平台对报道全文

转载予以报道后，干部、市民纷纷热议。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荷塘区基层治理办主任刘骞晖说，

“通过实践探索，基层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矛盾和问题还

很多，这需要我们始终保持定力，绵绵发力、久久为功。为基

层减负赋能是一个很现实又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话题，

这需要上下联动，刀刃向内，切实转变市区两级职能部门在

‘走、找、想、促’中转变行政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方式，真正实

现治理过程中话语权的转变，既减负又赋能。”

网络平台上，网友表示，“荷塘区要在基层治理现代化

和产业振兴中找到新的出路，一定能花开朝阳。”

统筹推进“产社融合”发展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姜国俊

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都是近年来各级党委政

府高度关注的重要领域，但是，过去相当长时

间，人们往往将二者孤立对待，未能从有机统

一、相辅相成的辩证视角，统筹谋划、持续推动

基层治理效能提升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促。

基层治理是个大筐子，除了街道、社区外，

园区或经济生活领域都可开展基层治理。浙江省

宁波市等地探索的“工业社区”治理模式，提供

了可供借鉴的基层治理智慧。荷塘区的相关调研

发现，工业园区中基层治理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成为了影响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掣肘因素。未来，有必要紧密结合荷塘区

具体实际，切实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建为引领、

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根本，做足工业集聚区

“人的现代化”这篇大文章，实现党建引领、社区

主导、企业参与和社会协同的有机融合，实现基

层治理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

具体而言，可考虑从如下方面统筹推进“产

社融合”发展:一是转变观念。大力宣传“产社融

合发展”理念，广泛形成社区治理和产业发展协

同推进的共识；二是科学谋划。在工业园区和基

层政府的发展规划中，充分体现“产社融合发

展”理念，搭好“党建引领下多方主体共同参

与”相关制度安排的“四梁八柱”；三是精准施

策。在精确识别产业发展需求和社区居民需求的

基础上，将生产需求、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

精细衔接起来，进而将其转化为一个个兼具前瞻

性和可操作性的项目予以实施；四是典型示范。

精心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的工业园区，予以积极推

进，总结典型经验，形成示范效应。对于条件暂

不够成熟的地方，根据财力、物力和人力等资源

匹配情况，逐步完善实施条件，予以稳妥推进。

要把典型示范、标准创设和分类实施结合起来，

避免一哄而上，造成资源浪费。

实现“同频共振”可建三大机制
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徐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