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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A2_E5_B0_86_E6_c36_482577.htm 高法负责人：法院将

推二十三项司法为民新举措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将建立和完

善10项制度，推出23项司法为民新举措。这是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曹建明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介绍的。曹建明说

，建立和完善10项制度包括：办理申诉来信来访工作制度；

案件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民事、行政诉讼指导制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制度；人民法院开庭便民制度；方便人民群众旁

听庭审制度；司法解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报备案制度；审

判庭庭长、副庭长岗位职责制度；法官廉政谈话制度；法官

职业保障制度。 23项新举措则致力于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

。曹建明说，这23项具体措施包括：1．认真做好群众申诉来

信来访工作，限时回复人民群众申诉来信来访；2．对申诉来

信来访进行摘报，及时反映和解决群众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3．加强申诉来访场所的硬件建设，改善申诉接访条件；4

．依法及时审查申诉和再审请求，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

；5．最高人民法院在9月底之前将积案清理完毕，地方各级

人民法院在11月底之前将积案清理完毕；6．实行繁简分流机

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减轻涉诉群众诉累；7．加强诉讼调

解工作，提高诉讼调解结案率；8．推进人民法院开庭便民建

设，通过巡回流动办案等方式审理涉及消费者、旅游者权益

纠纷案件，就地立案、就地审理，当即调解、当庭结案；9．

对涉诉群众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以及申请

执行等诉讼行为进行指导，使群众正确掌握法律武器保护自



身权益；10．向涉诉群众提示诉讼请求不当、丧失诉讼时效

、举证超过时限、拒不执行等方面的法律风险，减少涉诉群

众不必要的损失；11．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保障被告人诉

讼权利的正常行使，有罪则判，无罪放人，杜绝超期羁押现

象；12．对进城务工人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件，快立案

，快审判，快执行，依法制裁职业中介机构的欺诈行为和用

工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13．依法审理行政案件，为行政机

关整治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行为提供司法保障；14．扩

大司法救助范围，切实执行诉讼费的减、缓、免制度；15．

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

人，依法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代理诉讼；16．改革

执行收费制度，形成既符合执行工作特点，又最大限度地保

护债权人利益的执行收费制度；17．培训人民调解员，加强

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人民调解的质量；18．进一步

加强少年法庭建设，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19．注重对

家庭暴力引起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审理，加强妇女、儿童人

身权益的保护；20．加强对涉农案件的审理，依法制止“乱

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打击和制裁坑农、害农行为，保

护农民权益；21．对于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司法解释，

在发布前，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22．

方便人民群众旁听案件，公民持身份证可以旁听法院公开审

理的案件；23．加强法官职业行为约束，规范法官和律师在

诉讼活动中的关系，确保司法公正。新闻链接 最高法院：涉

及民工维权案件要快立快审快执 辛辛苦苦打了一年工，年终

岁尾却不能及时拿到工钱，有关民工工资的纠纷案件引起最

高人民法院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２５日表示



，对进城务工人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件，要快立案，快

审判，快执行，依法制裁职业中介机构的欺诈行为和用工单

位拖欠工资的行为。 曹建明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做

出上述承诺。他同时表示，人民法院将扩大司法救助范围，

切实执行诉讼费的减、缓、免制度。按照不久前公布的《法

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

人，将依法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代理诉讼。人民法

院承诺旅游权益纠纷案件就地立案就地审理 有些旅行社不按

照所签合同安排旅游，有些旅游景点“宰客杀生”，这些纠

纷往往因游客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得不自认晦气了事。不过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一项便民承诺，可以使相对处于“弱

势”的游客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曹建明２５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介绍，最高人民

法院要求推进人民法院开庭便民建设，通过巡回流动办案等

方式审理涉及消费者、旅游者权益纠纷案件，就地立案、就

地审理，当即调解、当庭结案。 据介绍，人民法院还将实行

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减轻涉诉群众的负

担。 人民法院司法大检查进入对重点案件检查关键环节 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２５日表示，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

”司法大检查现在已经进入对重点案件检查的关键环节。 曹

建明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说，各级法院在司法大检

查中，要抓紧抓实对重点案件的检查抽查工作。一是要重点

开展对本院或上级人民法院决定改判的再审案件的检查，认

真检查该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实体法、程序法中的问题及

其原因，检查审判人员有无法官法规定的“十三种不得有”

行为，严格依照法官法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



处理。二是要重点检查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裁判和执

行不公的案件，特别是人大代表多人、多次关注、反映的案

件，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坚决依法纠正。要严肃

查处违法违纪问题，切实纠正队伍中的违法违纪现象。 “司

法大检查能否真正取得成效，关乎维护司法权威和法院社会

形象大局。”曹建明说，对违反法官法规定的“十三种不得

有”的行为，对群众举报的有关案件裁判不公和个人违法违

纪问题，要加大查处力度。对查证属实确有违法违纪行为的

，分别情况给予纪律处分、辞退，直至追究刑事责任。最高

法院正抓紧制定第二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 最高人民法院

正在抓紧制定第二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曹建明２５日表示，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坚定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的信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办事，按照司法

为民的要求，立足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明确改革的重点

，循序渐进，始终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据介绍，最高人民

法院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２日公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

要》，是人民法院历史上第一次以纲要的形式全面、系统地

规划全国法院五年改革的发展蓝图。 目前，一些高级法院已

经开展了对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实施情况的检查、

总结和评估工作，形成了总结报告，并提出第二个人民法院

五年改革纲要意见和建议。曹建明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

会上说，各高级法院要认真总结经验，采取相应措施，巩固

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抓紧完成尚未完成的改革项目。要在对

这五年来的改革情况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制定第二个人

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 曹建明说，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

最高法院的要求，加强对人民法院改革措施的管理和协调，



拟在本辖区内实施的诉讼制度、机构设置、审判管理、队伍

管理等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要经高级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

批准。出台有关改革措施，既要创新，又要有法律依据，以

保证法院改革积极、稳妥、有序开展。 文章出处：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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