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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陈维华

政法资讯

全国党委政法委系统“新时代政法楷模”

□ 本报记者  马 艳

□ 本报通讯员 卢林锋 蒋励

　　不久前，由广西桂林某银行起诉的899件

信用卡纠纷系列案，仅用16天就全部结案，金

融纠纷化解进入“快车道”。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桂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了解到，面对金融类案件呈井喷式增长

趋势，桂林市两级法院聚力创新，敢为人先，

建立金融纠纷快审机制，精准借助科技力量，

优质高效化解此类纠纷，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源源不断注入“金融活水”。

提升审判质效

　　金融案件特别是信用卡纠纷案件，被告

分布在全国各地，参与诉讼成本较高、案件审

理耗时长。

　　2021年3月，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以

七星区人民法院为试点，探索金融纠纷案件

快速审理新机制，深入推进金融纠纷诉源治

理和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依托多元解纷平台，七星区法院建立

“诉前调解+网上立案+集约送达+快裁速

判”一站式金融案件快速解纷机制，构建快

调解、快立案、快送达、快开庭、快裁判的

“五快”模式。

　　试点3个月，效果呈现。“案件平均审理周

期缩短为15.4天，最短审理周期为7天。”七星

区法院副院长黄智云说。

　　在总结七星区法院试点运行经验的基础

上，桂林中院优化试运行快审模式，结合全市

工作实践制定出台适用于金融案件快速解决

的审判优化程序等相关配套机制和文件。

　　“所有这些都为建立全市法院切实可行

的金融纠纷快审机制试点打好扎实基础。”桂

林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强介绍说。

　　2021年6月，桂林中院将试点法院扩大为

8家，另有4家作为备选法院，形成“市区+县

区”多家法院开展金融案件快审，推行“诉前

多元解纷+批量网上立案+批量送达+集中审

理+批量制作要素文书+批量宣判”一站式诉

讼服务金融快审模式。

打通全程数据

　　274件因被告信用卡逾期引发的信用卡

纠纷系列案件，从2月14日立案到3月1日结

案，七星区法院仅用15天。

　　以科技为“翼”，桂林市两级法院金融审

判团队通过平台专网实现数据传输共享，全

过程数据打通对接。

　　针对金融案件纠纷，法院统一将案件数

据导入调解平台，调解成功的申请司法确认，

调解不成功则由平台推送到法院内网系统，

通过一键批量立案功能，同一系列的信用卡

纠纷案件在当日即完成立案到分案工作。

　　“立案后系统可自动生成受送达人地址

及起诉状副本、传票等法律文书，书记员仅需

简单勾选操作便可将送达任务推送至法院送

达平台。在开庭结束当日，系统即可自动生成

裁判文书。”桂林中院立案第一庭庭长谢

斌说。

　　目前，平台自动完成1000件金融案件批

量立案用时不到两小时，大幅提升立案效率。

在电子送达方面，个案平均送达耗时约两分

钟，金融案件电子送达成功率达90%。

　　对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金融速裁案

件，桂林市两级法院均采取要素式庭审调查

方式，当事人仅针对案件核心事实发表意见，

简化庭审程序，利用庭审语音智能转换系统，

自动生成庭审笔录。

　　“相比传统庭审模式，要素审理可有效缩

短80%以上的时间，300件系列案平均开庭时

长可缩短至两小时。”七星区法院立案庭庭长

朱捷说。

　　数据显示，2022年，桂林市两级法院受理

金融纠纷案件29481件，审结28376件，其中调

解结案2159件，结案率96.18%。案件进入执行

10263件，为银行挽回近亿元经济损失。

创新诉源治理

　　金融领域相关纠纷数量多、案件杂。桂林

市两级法院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

新金融纠纷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模式。

　　桂林中院与中国人民银行桂林市中心支

行等共同印发《关于推进桂林市金融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建设实施意见》，并指导各基层法

院与银行成立金融诉源治理工作站。

　　各试点法院依托调解平台，提高诉前解

纷的效率和专业化水平。同时探索诉前集中

财产保全，实现当事人主动与法院联系，极大

地提升了案件调解比例。

　　2022年1月至今年2月，试点法院共受理

诉前调解案件22460件，调解成功3855件，其中

调解成功涉案标的额达7亿余元，平均调解天

数9.86天。

　　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皆为实现矛盾纠

纷的源头化解、多元化解、实质化解，构建纠

纷解决的新格局。据桂林某银行统计的数据

表明，2021年、2022年，桂林某银行全年因诉调

平台催收工作引发的投诉率分别仅为0.62%、

0.45%，且均属无效投诉。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桂林市两级

法院将进一步发挥金融审判职能，加强与

金融机构沟通，预防和减少金融机构诉讼

风险，最大化释放司法效能，为辖区经济发

展环境与金融秩序的稳定提供更加有力的

司法保障。”桂林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杨晓

春说。

桂林法院推行一站式诉讼服务金融快审模式

金融纠纷化解进入“快车道”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马超

　　

　　近年来，山西省永济市委政法委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心理服务为

切口，以保障群众身心健康为目标，着力

解决群众“怨、恨、恼、怒、烦”问题，走出了

一条具有永济特色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永济市委政法委构建了“把好四个关

口、搭建四个平台、建强三支队伍、创新三

项机制”的“4433”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走

出了一条具有永济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

新路径。

　　——— 把好四个关口。根据不同社会

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严把“预防为主、

精准服务、特殊关爱、回归社会”四个关

口，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

的心理服务格局，筑牢社会稳定的心理

防线。

　　——— 搭建四大平台。通过搭建1个

市级、227个镇（村）级、10个行业主管部

门和3个社会组织四大平台，形成“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遍布城乡”心理服务网

络，为心理服务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 建立三支队伍。建立了25名专业

心理咨询师、120名心理服务志愿者和具

有心理服务技能的678名网格员、711名调

解员三支队伍，形成专群结合、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的心理服务力量，为心理服务工

作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 创立三大机制。创立智能化动态

筛查机制、规范化心理疏导机制、系统化

危机干预机制，形成规范管理、常态运行、

制度保障的心理服务体系，使心理服务工

作在长效化运行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2018年以来，永济市社会心理服务中

心接待个案咨询1812人次，参与社区矫正

280余人次，帮助120人理性回归社会；开

展心理服务团辅讲座550余场次，组织心

理服务人员培训55场，重大事件危机干预

8次，全市未发生一起因心理问题导致的

影 响 社 会 治 安 或 稳 定 大 局 的 重 大 案

（事）件。

　　2020年以来，永济市委政法委强力推

进市、镇、村三级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将

心理服务室建设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全面深化心理服务，有力发挥了“心治”融

通作用。积极参与矛盾化解。倾力打造集

信访问题综合接处、矛盾纠纷调解、公共

法律服务、综治信息指挥、社会心理服务、

社区戒毒服务、反邪教警示教育、诉调对

接服务等8大功能为一体的永济市社会治

理综合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接待、一揽

子调处、一条龙服务、一体化指挥”。心理

服务中心主动跟进信访矛盾事项，事前舒

缓情绪、事中心理疏导、事后全程跟踪，先

后参与调处矛盾纠纷62起，实现了“案结、

事了、情绪稳”目标。

　　在关心关爱干部职工方面，永济市每

年组织对全市干部职工开展心理健康大

体检活动，出具心理检测报告，重点检测、

预警、化解干部的心理亚健康问题，化解

焦虑、抑郁等情绪190余件，使他们能身心

健康地投入工作。先后邀请全国知名心理

学专家为全市领导干部作心理健康与压

力管理专题讲座，助力领导干部思想转

型、作风转型、能力转型，更好服务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方面，永济市联

合重点行业部门开展“家庭教育”“婚姻

课堂”“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等专题讲

座，对社区矫正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团

辅讲座，实现了“润物细无声”。2021年，

永济市因邻里、婚姻家庭产生的矛盾纠

纷同比下降48%，冲动型社会治安案件同

比下降56%。

□ 本报记者 张昊 史万森

　　16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连

续四届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并蝉联“长

安杯”，获评“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县”等荣誉，这

些都蕴含着该旗委政法委作出的政法贡献。

　　近年来，扎赉特旗委政法委积极探索工

作路径——— 坚持“四字诀”，以“忠”为魂加强

政治建设，以“民”为本践行初心使命，以

“优”为绩深化平安建设，以“严”为要锤炼过

硬作风。

　　以“忠”为魂加强政治建设，扎赉特旗委

政法委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

例》，举办5期政治轮训班；建立“第一议题”

“周五学习”“专题学习”等制度，制定政法队

伍教育培训工作方案，坚持领导领学、支部

研学、个人自学、机关评学、实践验学“五学

联动”；开展“致敬革命英烈、传承红色精神”

等主题活动，夯实干警思想根基。

　　扎赉特旗委政法委以“民”为本践行初

心使命，实施“走深访透办实事”“百警万家

暖民心”“百万警进千万家”等行动，开展“五

必进、五必访”活动，组织干部进企业、进社

区、进村屯、进学校、进单位；访矛盾纠纷易

发处、访特殊群体、访困难企业、访治安隐患

集中地、访社区村屯居民，推出便民措施194

项，为群众办实事1120件次。优化营商环境

见行见效，推出69项利企措施，妥善化解涉

企涉法涉诉案件。

　　以“优”为绩深化平安建设，扎赉特旗委政

法委创新创优设立旗乡村三级平安办，做到

高效联动、上下贯通；一站式中心统筹形成合

力，融合联合接访、综治、新时代文明实践、网

格化管理、法律援助、一站式矛调“六大中心职

能”，整合党建网格员、劳动保障协理员、民政

协理员等“九支基层队伍”；一整套机制压实责

任，细化分解平安办、市域社会治理组等“一办

九组”任务要求；一揽子统管实施平安校园、平

安医院等13项平安工程，实现全方位、全领域、

全行业协调联动；一张网覆盖管全域，建立“多

网合一、全域覆盖”的全科网络，开发了手机

App“扎赉特e家”。

　　扎赉特旗委政法委还创新创优“四端”

全链模式：前端着力源头防控，实行网格员

自办自结、嘎查村社区即办即结、苏木乡镇

责任处置、旗治理中心协同联动“四种处置

模式”，旗乡村三级联动排查，旗乡两级平安

建设“月例会”，条线部门与属地经纬排查一

体比对的“4321”工作法；中端化解过程把

控，构建“基层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

警民联防点、心理疏导室、联动联调中心”

“两所四力”工作模式联防联建联治，完善

访调、律调、诉调、检调四调对接联动机

制，矛盾纠纷化解率99%；云端治理赋能管

控，健全“党群连心桥·视频会议系统”，信

访问题高效能办理；末端兜底应急稳控，

完善“数字化巡控、合成化打击、共享化情报、

扁平化指挥”实战机制，连续多年实现刑事、

治安案件双下降。

　　扎赉特旗委政法委以“严”为要锤炼过

硬作风，坚守务实清廉底色。抓紧抓实“六种

途径”，开展开门纳谏“听顽疾”、调研走访

“察顽疾”、自查自纠“找顽疾”、深查细究“挖

顽疾”、专项整治“清顽疾”、全面整改“治顽

疾”，全面梳理整治“七大顽瘴痼疾”，制定5

项常态长效机制。

　　抓紧抓实“七查方法”，核查举报线索、倒

查涉黑涉恶案件、评查重点案件、清查涉法涉

诉信访案件、专项检查法律监督、智能排查问

题线索、巡查队伍建设，严厉正风肃纪。

　　抓紧抓实“八项举措”，创新实施强化宗

旨意识、走基层察民情、立岗位解民忧、送温

暖解民难、送法律到身边、解矛盾促和谐、化

积案促稳定、优服务提效能的“八个一”实践

活动，增强了政法机关公信力，提升了人民

群众满意度。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

察院组织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系好青少年

的第一粒“法治纽扣”。图为检察官与孩子们

一起制作法治贺卡。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王运喜 摄  

　　本报讯 记者董凡超 记者近日从公

安部获悉，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系列

专项行动，重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

国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特大案件全部及时

破获，实现全年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2%、现行命案破案率达99.8%，保持历史最

高水平，中国已经成为命案发案率最低、刑

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世界上公认

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去年，全国公安机关持续深入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破获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46.4万起，成功避免大量群众受骗，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快速上升态势得到有效遏

制。始终保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雷霆之势，备受群众关注的盗抢儿童案件

立案不到20起，立案数下降且均基本实现

快速侦破。

　　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方面，全国公安

机关去年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7.4万起，挽

回经济损失236亿元，连续组织开展打击非

法集资犯罪专项行动，立案5800余起，挽回

经济损失54亿元。持续深入开展“猎狐

2022”专项行动，通过国际执法合作，从境

外缉捕遣返各类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700

余名，单笔个案追赃10亿元人民币，为近3

年来个案追赃金额之最。

公安机关重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成效显著

去年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2%

山西省永济市委政法委：

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筑牢“心防”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委政法委：

坚持“四字诀”夯实平安之基

　　本报讯 记者杨傲多 通讯

员洪柳 近日，四川省达州市达

川区人民法院“红扣子”青年志愿

服务队来到骑龙社区，为居民开

展普法讲座。

　　活动现场，“红扣子”青年志

愿服务队通过播放自制普法视

频，以法律为本，举案例、析法条，

为社区居民上了一场生动的普法

讲座。

  达川区人民法院“红扣子”

青年志愿服务队作为达州市唯

一受团市委授旗的法院普法宣

传队，坚持以“穿真引宪系法扣

法治护苗惠民生”的口号开展线

上加线下普法宣传活动，取得良

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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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 辉

□ 本报通讯员 刘荣松 王菁

　　

　　“我们愿意赔偿，但真的拿不出10万元。”在办理一起轻微刑事案

件时，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的女儿对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朱文生说。

　　2022年9月，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被害人因往日纠纷发生口角，

继而产生肢体冲突，造成被害人轻伤二级，李某某轻微伤。2022年11

月，李某某被刑事拘留。

　　检察机关调查后了解到，该案系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轻微刑事

案件，案发后犯罪嫌疑人的女儿多次联系被害人协商赔偿事宜。但因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妻子身有残疾，家庭条件困难，能承受的赔偿金额

有限，无法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协议。

　　“在办理涉及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等轻微刑事案件过程中，部分

犯罪嫌疑人具有赔偿意愿，但由于不能满足被害方诉求，双方无法达

成和解协议。”朱文生介绍说，吉州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司法局出台刑

事案件赔偿保证金提存制度，明确保证金数额参照案件民事赔偿标

准计算确定，且高于依法应予赔偿的金额，但超过部分不得高于依法

应予以赔偿费用的30%。

　　检察机关结合李某某家的实际情况，从误工期、护理期、医疗费

等问题着手，与被害人积极沟通，最终李某某赔偿被害人损失4.5万

元并取得谅解。今年2月，吉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

决定。

　　“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过程中，我们积极探索试行赔偿保证金第

三方提存机制，努力促进刑事和解。截至目前，全省各设区市对该制

度均已开展试行。”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王晨翼介绍

说，对于犯罪嫌疑人具有赔偿意愿但因无法满足被害人赔偿要求或

被害人一时激愤拒绝接受赔偿等原因、导致无法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的，江西省检察机关不作为“未退赔”情形处理，而是加强与相关职能

部门协作，在犯罪嫌疑人缴纳合理赔偿保证金后，持续做好矛盾化解

工作，实现案结事了，有力推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地生根。

　　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检察院是江西率先试行该项制度的检察院之一，2022年4月至今，该

院共适用该制度办理案件12件，当事人均对案件处理结果满意。在办理张某故意伤害案时，

南康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高艳娟向被害人详细说明强制措施不影响案件实体处理、

犯罪嫌疑人家属希望继续筹措精神损害补偿金等情况，促使被害人接受适用该制度，犯罪嫌

疑人家属向公证处缴纳提存赔偿保证金后，检察机关依法对张某作不批准逮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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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董凡超 记者近日从公

安部获悉，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执法

公正，全面完成派出所等基层执法场所的

办案区规范化设置，推行“一站式”执法办

案管理中心模式，截至目前，全国共建成

3053个执法办案中心投入使用。

　　在完善执法制度体系方面，公安部大

力推进公安重点立法项目进程，统筹立改

废释，不断完善执法标准，规范执法程序，

为一线执法提供强劲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支撑。全面推行网上办案，形成执法办案的

网上“单行道”和“快速路”，执法办案更加

透明规范，执法监督更加精准高效。落实执

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190万名在职民警取

得基本级执法资格，6万名在职民警取得高

级执法资格。

　　在强化执法监督管理方面，公安部推

进执法监督管理机制和执法责任体系改

革，健全受立案制度和刑事案件“两统一”、

涉案财物管理等机制。全面实行办案质量

终身负责和错案责任倒查制度，完善案件

评查等问题发现机制，建立常态化执法责

任倒查机制。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

规定”，切实加大对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和

趋利执法、选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的整治

力度，有效预防和减少执法问题的发生。

公安机关完成基层执法场所办案区规范化设置

全国3053个执法办案中心投入使用

上接第一版 在司法救助领域，一些检察机

关通过利用日常办案沉淀的海量数据以及

各部门共享的数据信息，充分挖掘数据内在

的关联，探索构建司法救助大数据模型，有

力促进了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协同发力。

此次最高检发布的5起典型案例，不仅全面

呈现了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运用大数据赋能

挖掘救助线索、精准测算救助金额、协同构

建多元救助帮扶机制的生动做法，切切实实

解决了一些困难群体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

而且也给其他地方推进相关工作提供了有

益借鉴和参考。

　　司法救助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传递着

司法温情，彰显着司法人文关怀。检察机关

以大数据赋能司法救助工作提质增效的实

践，充分说明只要司法机关时刻秉承司法为

民理念，有效运用科技手段为司法救助工作

注入新动能，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不断

提升司法救助实效，就一定能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

大数据为司法救助注入新动能

上接第一版

　　其中，在“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

等59人非法捕捞、收购长江鳗鱼苗生态破坏

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人民法院认定，当销售

是非法捕捞的唯一目的，且收购者与非法捕

捞者形成了固定的买卖关系时，收购行为诱

发了非法捕捞，共同损害了生态资源，收购

者应当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的生态破坏行

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外，人民法院下大力气维护金融改革

发展稳定，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重大金

融风险。此次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涉案

标的额高达30多亿元，其妥善审结生动展现

了人民法院积极建构良好金融生态，努力防

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为长三角金融活、经

济活，金融稳、经济稳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

务和保障。

　　下一步，最高法将以《长三角地区人民

法院案例发布工作“一体化”备忘录》的签署

为契机，对标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

作领导小组两次工作会议建立起来的制度

机制，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定位和功能布

局，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地区法院定期联合发

布典型案例工作机制，大力推进案例工作

“一体化”，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区域参考价值

的精品案例，形成审判执行的“长三角经

验”，紧紧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一重大

国家战略，扎实推进统一法律适用各项工

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作出人

民法院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