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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准百姓痛点强化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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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点鼠标，半小时后，一次集合审判管理、

执行流程、执行案款发放、信访举报、行政人事

等多个司法数据子平台的网上巡查完成。近

日，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督察室，工作人员

通过廉政风险防控“清风”系统，完成了案件核

查。据悉，这是“清风”系统自动抓取某基层法

院 1 件疑似虚假诉讼的异常案件和 4 件异常超

期审理案件。随后，福建高院督察室及时发函

要求调查核实，由此形成了“智慧检查”、线下

核查、线上反馈风险处置的全闭环监督流程。

随着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稳步推进，福建

法院创新监督方式，拓宽监督渠道，把推进廉

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作为司法改革综合配套

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真正把百姓痛点变成监

督重点。

自 2019 年“清风”系统研发上线运行以

来，福建省三级法院依托该系统发现全省法院

廉政风险案件 14 万次，查处问责 82 人，堵漏建

制 16 项，有力推进顽瘴痼疾整治，锻造过硬法

院队伍，推动队伍教育整顿不断走深走实。

与此同时，福建法院扎实开展执行领域顽

瘴痼疾整治，瞄准目标，精准发力，以执行机制

变革推动效率变革，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和群

众满意度。

2021 年 11 月份，平潭综合实验区法院协

同公安、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创

新推出涉案房产“e 拍即得”协同执行机制，打

破了司法、行政与金融行业之间的数据壁垒，

解决群众在司法拍卖中遇到的堵点。“原来至

少要跑三趟，现在最多跑一趟。”市民洪女士成

为“e 拍即得”协同执行机制的受益者，从竞

拍、评估、贷款、付款到最后过户，她只用了 20

天便拿到不动产权证。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联合当地金融部

门，推出“法银众联”涉众型执行案款发放机

制，采取一键核查身份、一键精准通知、一键批

量发放方式，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

等涉众型犯罪受害人在家门口的银行便可以

领取赔偿款。

“只要是老百姓关注的事，再小也值得我

们去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执行局局长许寿辉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全面依法治国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

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法治固根本、

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党

运 用 法 治 方 式 领 导 和 治 理 国 家 的 能 力 显 著

增强。

加大执法力度

“被拖欠工资已全部收到，谢谢法官！”

近日，申请执行人张女士给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 法 院 执 行 局 法 官 刘 赛 打 来 电 话 ， 表 示 感

谢。原来，正是得知法院要对公司采取查封

措施，公司负责人才支付了张女士被拖欠两

年多的 6 万元工资。

针对生效判决执行难的问题，2016 年至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力开展基本解决执

行难的攻坚行动。“执行利剑”让失信被执行

人慑于法律威严主动履行义务，“纸上权益”

兑现成“真金白银”。

“针对执行工作查人找物难的现象，我们

改革创新，建成了网络查控系统，实现了精

准在线查人找物，完善联合惩戒体系，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限制高消费，倒逼其

自动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亮介绍。

最高法创新民事执行体制机制，加强综

合治理，强化信息化建设，形成“全国一盘

棋 ” 的 网 上 指 挥 系 统 ， 实 行 “ 黑 名 单 ” 制

度，不断完善联合信用惩戒机制，让失信被

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全国法院攻

克了一批难案和积案，执结案件数和执行到

位金额分别增长 105%和 71%。

遇到纠纷先找法，公平正义在身边。如

今，全国逾 3500 家法院可在线诉讼，每个工

作日调解 4.3 万件纠纷；2021 年全国检察机关

立案办理公益诉讼 16.9 万件，3.9 万名检察官

在 7.7 万所中小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中国法

律服务网自 2018 年上线运行以来，已累计访

问 14 亿人次，法律咨询 3900 多万人次⋯⋯党

的十八大以来，执法司法领域诸多改革落地

生效效，法治中国建设稳步推进，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提升执法精度

众 所 周 知 ， 民 营 经 济 在 稳 增 长 、 促 创

新 、 增 就 业 、 惠 民 生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但是，职务侵占等内部贪腐问题一度困

扰民营企业发展，严重影响企业合法权益。

今年 5 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精选一批 《检

察机关依法办理民营企业职务侵占犯罪典型

案例》 予以发布，旨在从严打击民营企业腐

败犯罪，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司法保护质效。

比如，湖北一民营企业在经营中涉嫌犯

罪，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促其合规整改，6 个月

后，经第三方严格评估、确认合格，依法决

定不起诉。据了解，该企业整改后生产经营

步 入 正 轨 ， 新 增 投 资 上 亿 元 ， 带 动 就 业 上

百人。

近年来，检察机关坚持依法惩处与平等

保护相结合，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依法能动履职，不断提升办案质效；坚持标

本 兼 治 ， 既 抓 末 端 治 已 病 ， 又 抓 前 端 治 未

病，结合涉案企业合规工作，帮助企业构建

内 部 反 腐 防 火 墙 ， 有 效 防 范 法 律 风 险 。 同

时 ， 深 入 践 行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 的 司 法 使

命，以依法监督促进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切

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今年 5 月 16 日，最高检发布第五批“检

察为民办实事”系列典型案例，聚焦社会治

理难点堵点、执法司法“病灶”，把社会治理

环节中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放在最紧要位

置，引导推动相关职能机关瞄准短板弱项、

定向精准执法。

比如，在江苏某金属矿砂物资公司生产

安全违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案中，检察

机关发现涉案公司为逃避市场监管而恶意注

销公司登记。由此，一纸检察建议，直指问

题。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撤销该登记行为

的同时，还挖掘出恶意注销公司登记问题背

后的原因，促进建立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与公

司登记机关信息互通机制，及时堵住恶意注

销漏洞。

法治建设既需要掌握办案技能，更需要

主动适应信息化大势，充分挖掘、用好大数

据办案。据介绍，推动各政法部门打通“数

据孤岛”，依法建立起执法司法机关的沟通联

系、信息共享，就是要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

案监督，最终到社会治理，以促进社会治理

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为目标。

最高检第七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

关深入、精准剖析案件所反映出来的倾向性

问题，或管理漏洞，或监管机关尚未发现的

情形，通过依法监督及时堵漏，让一个案件

办理影响一片、治理一片。

彰显法治温度

今年 1 月份，一部帮助困难群众打官司

的法律—— 《法律援助法》 正式实施，建立

健全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

法律服务的制度。最高法发布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中小微

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帮助疫情中的中小微

企业打通“堵点”，让他们“挺得住、过难

关、有奔头”。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充分彰

显了法治温度。

近年来，我国执法司法部门不断完善便

民、利民改革举措。据统计，相关部门组织

清理各类“证明事项”13000 多项，切实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

繁问题；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累计发放居住

证超过 1.3 亿张；深化交管服务便利化改革，

发 放 电 子 驾 驶 证 1.1 亿 个 ， 惠 及 50 多 亿 人

次。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

增强。

信息化不仅拉近了当事人与执法司法部

门的距离，也成为推进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

重要抓手。借助自行研发的执法工作平台，

江苏盐城东台市公安局整合了视频存储、执

法流程、监控巡逻、财物流转和卷宗管理等

功能，实现对民警执法办案过程的全流程、

闭环式、可回溯管理。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广州微法院”小程序里，提供有 30 余

项流程信息“刷脸查询”，6 大类节点信息自

动推送，当事人可随时掌握案件进展、实时

监督司法工作。

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

2021 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 98.6%，中国已经

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我国

法院为网络时代的司法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新

的 路 子 ， 为 世 界 贡 献 了 中 国 智 慧 和 中 国 方

案，得到世界许多国家同行的认可。

新时代政法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每一

项改革举措完善改进，每一个司法案件依法

办理，都诠释看得见的公平正义，推动法治

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让合法权益保障不

仅人人可享，而且触手可及。

近年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结合辖区特点，创新司法便民举措，先后推出“巡回法庭”“车载法庭”“假日法庭”“预约开庭”等措施，最大

限度方便老百姓办理诉讼业务。图为基层法官们在巡回法庭审理案件。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在辽宁省本溪市公安局

北地派出所民警指导下，市

民自助办理机动车驾驶人相

关业务。

（新华社发）

在浙江湖州吴兴区爱山商

圈商贸调解中心，“道德医生”

（左上）和驻站律师（左下）为辖

区某商业中心物业工作人员提

供政策法规咨询。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