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庭审结束，微博直播也成功收尾。那天晚
上，刘延杰回了家，坐在床上毫无睡意，盯着
电视，脑子中过电影般回忆 !天来发生的事
情，“我没有一点成功的喜悦，甚至担心明天
还会发生什么。”刘延杰说。
微博直播为济南中院赢得了口碑。!天，

"#!条微博，$%万字，&&张图片，让济南中院
的新浪微博与人民网等微博的总粉丝数猛增
至 &'(余万。

在刘延杰看来，这场微博直播更像是一
堂新媒体公开课，他对微博的看法发生了一
百八十度转变，“原来它不是洪水猛兽，这更
坚定了我们运用新媒体的勇气。”他事后对记
者说。

善于总结经验的刘延杰终于有时间翻阅
几天来的微博评论，一个网友找出二十多万
字的庭审记录中的 !个错别字，这让他颇为
感动。“你顺应民意的时候，出现错误也会被
宽容；你违背民意时，做得再好也会被挑毛
病。”刘延杰说，这场直播的示范效应，掀起了
司法公开的序幕，“现在再遇到有顾虑的案
子，就甩出一句话，连薄熙来案都可以公开，
还有什么案件不能公开呢？”

!你发条法院下基层送油"送
米#送温暖的微博#公众怎么可能
关注呢$ %

$(&'年 )月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来到济南中院微博工作室，观看了微博编发
工作现场演示，肯定济南中院的新媒体工作。
这已经不是周强第一次给济南中院微博点赞。
今年 %月，周强在全国两会上作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时专门提到：济南中院通过微博全程
直播薄熙来案庭审情况，取得良好效果。周强
说，积极推进阳光司法，增进群众对司法裁判
的了解和理解，建成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后，
各级法院已直播案件庭审 '+,万次。

事实上，薄熙来案后，庭审微博直播开始

普遍起来。仅北京法院网官方微博 -京法网
事，分别对冀中星案、北京大兴摔童案、丁书苗
案、李某某等人强奸案进行了庭审微博播报。有
评论说，薄熙来案微博直播，让“舆情案件”庭审
迎来了全新的微博时代。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
院以及 %&个省级法院开通微博，标志着全国
政法系统已经进入微博高效实践阶段。

颁发给济南中院微博的各类奖项接踵而
至，济南中院官方微博因此还获得了 .(&%年
新浪微博年度影响力等 #个奖项。然而，此时
的济南中院微博正面临着薄熙来案后的成长
烦恼。

薄熙来案结束后没过多久，济南中院的
微博就开始“掉粉”，几天时间，粉丝数下降了
十二万多。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与之前一条微博
几百条评论，上万条转发相比，如今一条微博只
有十多条转发和 &条评论，巨大的落差让济南
中院宣传办公室主任祁云奎难以接受。

济南中院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大家争
论激烈。有的建议模仿某些公安微博，走卖萌
搞怪的路子，当场就被大部分人否定了。有的
同事甚至抠起了字眼：“公安局的‘局’贴近市
井，而法院的‘院’意味着殿堂，所以微博要展
现的是司法公正的殿堂，法官的形象也应该

是知识渊博，温文尔雅。”
大家意见不一，领导建议每个人回家征

求家人意见，看公众到底关心的是什么。很快
意见被集合起来，家属们都希望了解法院审
过哪些案件，又是怎么审的。“案件是我们的
核心优势，也是公众需要的，所以微博的主线
还是要发布典型案例，你发条法院下基层送
油、送米、送温暖的微博，公众怎么可能关注
呢？”祁云奎说。

祁云奎和同事们很快形成共识，坚持“以
原创为主，适当转发”的思路，以发布济南两级
法院审理的大要案或典型案例为主，把微博打
造成专业思维与专业视角的法律“专卖店”。

自此之后，济南中院微博对全国特大地
沟油案、“山东第一高楼”启德置业司法拍卖
等涉及公众利益的案件进行直播发布，并设
立“法官释法”栏目，与主审法官形成互动，在
审判结束后由法官根据案情进行解释分析。
然而，重大案件毕竟是少数。济南中院微

博还会挑选与民生休戚相关的案例，比如广
告牌被风刮倒，砸中轿车该如何维权；小偷盗
窃下水道井篦子为何罪名不是盗窃罪而是危
害公共安全罪等。祁云奎开始能感受到微博
带来的变化，原来是主动联系媒体，如今媒体
看到案例后直接找上门来。“发布与公众利益
相关的案例能起到警示、教育和启蒙的作
用。”祁云奎总结说。

!还进行大案直播吗$ %

新媒体在促进司法公开的同时，另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何把握微博直播的边界
和尺度，以及如何筛合适的案件进行微博和
网络直播。济南中院副院长刘延杰和他的微
博团队根据具体案件总结出自己的经验：除
了国家规定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个人
隐私之外，对于青少年会造成不良导向的也
不能公开；宗族或邻里纠纷，本可以调解的，
一旦公开，可能造成双方关系破裂的不宜直
播；案件公开可能激化矛盾，引起群体性事件

的，也要慎重。
除了微博线上的直播，济南中院还开展

线下的互动。所有市民可通过网络、电话预约
庭审旁听，甚至可以在庭审开始前凭身份证
进入法庭。济南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综合室
主任尹德常还记得，他浏览某门户网站看到
《济南中院允许市民旁听》报道，而紧挨着的
另一条新闻就是《//省高院规定市民旁听要
经法官批准》。
事实上，按照法律规定，公开审理的案件，

公民可以旁听，但更多情况下这一规定形同虚
设。“线上打造司法公开的平台，而线下旁听是
最好的实现方式，它能打消市民对司法机关的
畏惧感和神秘感，拉近与公众的距离。”

在济南中院院长李勇看来，旁听应该成
为济南市民的“生活方式”，公众在了解法院
是如何审理案件的同时，还能达到传播庭审
文化，培养法律信仰的目的。事实上，公众的
参与也会反过来要求法官在法庭上端正言
行，督促其提高司法能力和裁判水平，“这就
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济南中院审判管理办公
室综合室主任尹德常说。

如今，济南中院宣传办公室尽管只有 #

名工作人员，但已经形成了三大工作室。新媒
体传播工作室，涵盖微博、微信、官方网站，是
司法公开最为重要的平台；网络电视台制作
公益宣传片、微电影和视频新闻；新闻策划工
作室则主要负责寻找选题，策划活动，撰写微
电影剧本。

)月 $&日，刘俊杰发布的那条“卖玉为名
搞传销”的微博，一位网友留言：“还进行大案
直播吗？”尽管已过去一年，网友津津乐道的
还是令济南中院那个一战闻名的故事。济南
中院宣传办公室主任祁云奎毫不避讳地说：
“我们不但要守住这‘一夜暴富’的家业，还要
让它增值。”这一年，祁云奎尝到了新媒体的
甜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微博已经成为今
后审理大案要案的最佳配置。”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年第 !%期

“薄案”公开庭审幕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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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济南中院微博的发布和更新是陈茜

等人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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