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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复议机关在办理该案的
过程中，认定工伤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工
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予维
持。同时，承办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工
伤职工杨某某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其发
生工伤后丧失部分劳动能力，致使本人
及家庭陷入生活困境，医疗费用迟迟未
能兑现可能导致其因治疗不及时留下后
遗症。而该公司作为中小企业，受疫情
影响经营状况不佳，如当下不能及时支
付工伤费用，有可能随时间迁移导致执
行兑现难等问题，且因为双方矛盾激化，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已受到一定影响。

在进退两难之际，承办人没有简单处
理、径行判决，而是确立了“调解优先”的
思路。并制订了详细的调解方案，进行
法律和情理正面教育疏导，经过两轮耐
心细致的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该 公 司 支 付 杨 某 某 工 伤 赔 偿 金 十 余 万
元。

纵 观 案 件 处 理 过 程 ，一 个 浓 浓 的
“情”字贯彻其中，一个为民守护的“初
心”跃然纸上。“工伤损害赔偿纠纷是关
乎受害人的切身利益和家庭基本生活的
大事，也是行政复议重点调解的案件类
型之一。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做到了以情
感人，以理服人，建立起双方互谅互让互
信的良好基础。通过调解结案既维护了
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减少
了诉累，实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呼和浩特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负
责人介绍。

描绘蓝图
主动出击聚“合力”

改革前，市本级设行政复议科室一
个；改革后，新增设两个行政复议科室，现
有“行政复议一科”、“行政复议二科”、“行
政复议三科”三个科室。改革前，市本级
共有行政复议工作人员 3 名；改革后，新划
转人员编制 25 名。一支革命化、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的首府行政复议队伍正在
成长壮大。

2021 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司法局敢闯
敢试，破局开路，从整合行政复议资源、改
善办案场所、完善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创
新设计，展现攻坚克难、势如破竹的改革
速度，行政复议工作开启新篇章，迈向新
征程。

“呼和浩特市政府特批行政复议单独
办公场所占地 350 余平米，现在正处于设
计装修阶段，建成后的行政复议办公场所
实现‘六室分离’即‘立案室、审理室、听证
室、调查室、论证室、档案室’，并打造‘一
个中心、一个阵地’即‘呼和浩特市行政复
议调解中心’和‘呼和浩特市行政复议文
化宣传阵地’。”呼和浩特市司法局行政复
议科负责人介绍道。

行政复议绝非小事，是推进政府系统
自我纠错、解决行政争议的主要渠道，是
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一环，而办案场所、
流程、人员的规范化是做好行政复议工作
的前提和保障。

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优化
行政复议资源配置，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
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
的主渠道作用。行政复议案件不是某一
个人在办，而是立审分离。从立案受理到
复议决定作出，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制
度规定。伴随着一系列的行政复议体制
机制改革，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在每一个行
政复议案件中感受到高效便捷、公平公
正。呼和浩特市司法局负责人说。

为了让行政复议更加便民为民，将司
法行政触角伸得更远。截至目前，呼和浩
特市 9 个旗县区均出台了本地区的改革实
施方案，均设立一个复议股室，共划转行
政和事业编制人员 23 名，办公场所均实现
了“四室分离”。

行政复议坚持有错必纠，倒逼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呼和浩特行政复议体制改
革，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更重
要的是起到“办结一案、规范一片”的效
果，从而提高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推动
法治政府建设。

山愈深，路愈险，而景愈奇。首府司
法行政机关吹响改革的集结号，风雨兼
程，聚焦实际问题发力，不断跨越艰难险
阻，迈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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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困解难
夯实工作有“捷径”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某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是一家小型机械生产企业。2020 年 3 月，该
企业在自有网站上发布广告称：“公司产品是
国内当前最佳的土豆去皮机械”。该广告内
容使用了“最佳”这一绝对化用语，违反了广
告法的禁止性规定，面临 20 万元的行政处罚。

“20 万的处罚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真的是
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在呼和浩特市司法局工
作人员的协助下，我们走行政复议手续，作为
一家小型企业，产品线单一，经营状况不佳，
该处罚如果成立，对企业将会是致命打击。”
托克托县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兴
科说。

充分考虑到该企业的经营困境，呼和浩
特市复议机关经过认真详细调查发现，该企
业 2020 年 2 月开始发布违法广告，截至 2020
年 6 月被查处时点击量仅为 400 余次，且申请
人在该年度仅销售一台土豆去皮器械。被申
请人立案后，申请人诚恳认错并及时予以纠
正，并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自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大讨论活
动”以来，呼和浩特市复议机关优化案件审
理模式，制定了案件审理“三层级”“专家论
证”“委员案审”制度，即普通案件由行政复
议委员会办公室承办，复杂疑难专业性强的
案件组织专家论证审理，重大案件通过行政
复议委员会案审会审议。通过制度规范办
案流程，坚决不拖案不压案，及时审理审结，
最大限度降低对当事人生产生活经营的影
响。

同时，加大实地调查、公开听证、专家论
证力度，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
实现行政复议当事人全程参与案件办理，提
高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在受理通知书、答复
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中附带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关于
“三个规定”告知书》，主动接受当事人监督。
实行案件审理全过程记录，对听证论证、实地
调查取证、调解等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积极探索案件审理、文书网上公开，进一步深
化行政复议公开透明。

破解难题
为民服务守“初心”

“ 思 民 之 所 忧 ，做 民 之 所 盼 ，解 民 之 所
难。”一直都是行政复议机构秉承的初心。让
申请人把“烦心事”说清，由承办人把法理讲
透，让当事人以看得见的方式感受到公平正
义，化解心结。

申请人杨某某为内蒙古某公司的工作人
员，有一天，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杨某某便向工伤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认定工伤。由于用人单位并未给员工缴
纳工伤保险，因此工伤保险金依法应由用人
单位赔付。杨某某在多次向内蒙古某公司索
要医药费及工伤赔偿金。由于双方沟通不愉
快，导致事件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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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习行政复议法。 王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