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07/22 05法治聚焦
责任编辑：李海涛 制版编辑：高如哈

为深入推动自治区“六个行动”和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四项工程”落地
见效，进一步服务发展大局，巴彦淖尔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审 判 庭 着 眼 长
远、打牢基础，以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
存在的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问题
为目标，组织 17 人成立工作专班，通过
3 个月的艰苦付出和反复打磨，翻阅查
找了全国、全区、全市近 5 年 13254 件典
型性行政案件，起草编写完成了 106 万
余字汇编，涉及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
施、行政许可等 5 大类行政行为的行政
审判“六个一”特色工作（建立一个联
动机制、撰写一份风险防控报告、编辑
一套案例汇编书、讲好一堂执法课、观
摩一场全市行政审判庭审、建立一个
法治建设教育基地），以司法的主动作
为提升执法的规范化水平，有效监督
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行政相
对人合法权益，实现了法治政府建设
的“六个提升”。

以加强府院联动为抓手，提升执
法司法联动质效。该院党组高度重视
行政审判“六个一”特色工作，院领导
牵头抓总，组织全市法院行政审判条
线工作力量，短时间内高效优质完成
了艰巨任务。同时，积极争取党委政

府支持，会同市委政法委、检察、公安、
司法等机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在党
委领导下深化府院联动、做实行政争
议前端预防化解，明确职责定位，提升
整体合力。通过建立常态会商机制，
针对重点领域类案多发问题开展分析
会商、研提对策举措，减少防止行政争
议发生。在行政案件审判过程中，充
分延伸司法职能，采取“一案一建议”
制度，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发送综合
治理类司法建议，进一步加强依法行
政和应诉工作。

以矛盾纠纷源头预防为重点，提
升社会治理效能。该院坚持把源头预
防作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着力点，
定 期 分 析 全 市 法 院 行 政 案 件 运 行 态
势，从加强立审衔接、行政争议实质化
解、对下监督指导、执法规范化建设等
方面，细化具体措施，强力推动落实。
在用足用好案例库、法答网的基础上，
归纳 55 个风险点，撰写 8 万余字《行政
执法风险防控报告》，并梳理汇编行政
案件高发的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等领
域近 5 年来典型败诉案件，为行政执法
人员提供“案头书”，有效提升行政执
法人员执法规范化水平。

以降低行政机关败诉率为导向，提

升法治政府公信力。为降低行政机关
败诉率，该院通过讲好依法执法培训
课、汇编行政执法程序指引书等方式，
促进行政审判尺度与行政执法标准的
有机统一，并支持和鼓励行政机关自我
纠错，力求行政执法行为既符合法理，
又 符 合 事 理 、情 理 ，让 当 事 人 心 服 口
服。同时，做实“抓前端 治未病”，通过
定期对审判态势进行分析研判，对案件
类型、发展趋势等进行“穿透式”分析，
以及公开开庭、裁判说理、判后答疑、发
布典型案例等方式，让司法裁判的示范
引领作用充分发挥，有效降低行政案件
的增量和行政机关败诉率。

以降低行政案件上诉率和申诉率
为突破，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行
政诉讼作为“民告官”之诉，行政相对人
在诉至法院前，与行政机关之间经过了
协调、复议等程序，沟通协调难度较大，
导致了行政案件的上诉率和申诉率均
较高。为此，在诉讼阶段，该院联合司
法局制定了《关于推动全市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实施方案》，制发
提示函，建立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评价
体系，让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又出声，
降低行政相对人的对抗情绪；在法庭上
有序引导双方举证、质证和辩论，依法

行使权利。在判后阶段，加强判后答疑
和说理释法，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
语言讲清事理法理情理，有效提升两级
法院行政案件办理质效。

以树牢法治意识为中心，提升行
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该院依托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讲堂”，定期
邀请司法、公安、市场监管、自然资源
等行政机关共同参加培训，统一类案
执法司法标准，提升办案水平。同时，
通 过 定 期 邀 请 行 政 执 法 人 员 旁 听 庭
审、联合发布行政争议调处典型案例
等方式，提升行政执法人员法治意识，
规范执法行为。

以行政争议实质化解为目标，提升
审判机关司法公信力。两级法院以行
政争议实质化解为最终目标，一方面，
将行政审判的理念、证据标准、裁判规
则向前传导，把好解纷前端闸口，通过
引导行政机关依法执法和防范执法风
险，从源头上减少行政诉讼案件；另一
方面，通过提供程序指引、汇编案例、讲
课等方式，在诉前的行政调解、行政复
议等步骤助力行政机关化解矛盾，在诉
中统一裁判尺度，充分释法说理，让当
事人对判决产生合理预期，防止引发信
访隐患，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多元驱动止纷争 铺就政通人和路

巴彦淖尔市中院以司法之力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本报记者●鲁旭 通讯员●党泽圆

通辽市科尔沁区法学会以法律服务站“双进”为抓手，推动法
律服务站进驻区、镇两级综治中心，全力打好专家、咨询、调解“三
张牌”，主动探索法治服务新路径，为基层社会治理赋能增效。

打好专家牌
激活人才“蓄水池”

科尔沁区法学会全力建强“法治科区”智囊团，由各会员单
位推选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会员，经过筛选、审核，从
500 名会员中选聘 20 名法律咨询专家和 10 余家律师事务所的 30
名律师参与服务站工作，组成了一支擅长婚姻家庭、物权合同、
侵权责任、金融财税、劳动保障等多领域的复合型专家团队，为
普法咨询、矛盾调解、信访化解等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强大人才
支撑。同时，法学会区、镇两级法律服务站通过面向社会公布专
家、律师名单及擅长领域，让群众通过点单预约的方式，由被动

“开盲盒”变主动“选服务”，这种“按需匹配”的服务机制，不仅让
群众办事更省心，还让法治服务更精准，有效提高了服务效率和
群众满意度。

打好咨询牌
撑起群众“保护伞”

科尔沁区法学会区、镇两级法律服务站通过网格微信群等
媒介，高频次发布法律服务站咨询电话，引导群众来访咨询，在
群众心中成功树立起“咨询法律问题 就找法律专家”法律服务
站品牌形象。同时，服务站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劳动就业、消费维
权、土地纠纷等民生领域法律问题，全方位为群众提供线上线下
咨询服务。两级法律服务站运行以来，共受理电话、来访咨询
200 余件，用专业的法律知识为群众撑起“保护伞”。

打好调解牌
化解群众“千千结”

科尔沁区法学会法律服务站打破传统法律咨询的单向服务
模式，主动化解矛盾纠纷，将服务职能向立体化拓展延伸。同
时，服务站联合劳动人事、婚姻家事、物业纠纷调委会，做好法律
服务的“下半场”文章。近日，社区居民安某找到服务站，希望专
家能帮他解决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
认真查找矛盾根源，秉持着纾困于法、解难于心的工作理念，服
务站组织两名法律咨询专家，对接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为安某
释法说理、宽心解惑。经过多次沟通交流后，安某的情绪得到缓
解，更对专家展现出的专业法律素养和务实的工作态度给予了
充分认可。

服务没有止境，科尔沁区法学会将继续深入推进法律服务
站“双进”工作，努力将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法律服
务“零距离”，持续打通法律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以法治力量
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护航社会和谐稳定。 （戴昂）

探索法治服务新路径
助力基层治理提质效

警营初体验
初入警营时，扎兰屯监狱年轻的新警们眼神中满是好奇与紧张，面对陌生的环境和

艰巨的任务，心中难免忐忑。但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织中，这身藏蓝警服赋予的使命感，让
他们迅速调整状态，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挑战。这一年，他们有过疲惫，有过迷茫，但更多
的是收获的喜悦和成长的自豪。

张来财

入警一年来，从初入高墙时的紧张忐忑，到
如今面对罪犯时的从容沉稳，我深刻体会到“责
任”二字的重量。在跟着师傅学习监管技巧、研判
犯情的日子里，逐渐明白监狱工作不仅是坚守，更
是教育引导。每一次成功化解矛盾、每一名罪犯
的微小进步，让我明白这身警服承载的不仅是法
律的威严，更是点燃希望的星火。

侯智强

初着警服时，我深刻体会到：监管安全是底
线，重塑灵魂是担当。从细致巡查到耐心教育，既
要维护法律威严，更要点亮新生希望。今后，我将
以忠诚为魂、以专业为剑，在坚守中传递法治温
度，永葆从警初心，不负藏蓝使命。

朱韬

从警这一年，我在高墙内完成了从青涩到沉
稳的蜕变。晨光中的监舍巡查，深夜里的教育谈
话，让我读懂这身警服的分量——既要筑牢监管
安全的铜墙铁壁，更要成为迷途灵魂的引路明
灯。未来，我将继续以忠诚为盾、以专业为矛，在
平凡的岗位上践行不平凡的使命。

于祥亮

回望入警这一年，从理论课堂到实战一线，
最大的成长是学会了“换位思考”。曾以为罪犯改
造只是按规执行，直到亲眼看见同事耐心给罪犯
做心理疏导时，才懂得高墙内也需要温度。现在
的我，会在谈话中留意他们的眼神，在改造中观察

他们的态度，因为我知道，每一份认真对待，都可
能是他们重归正轨的推力。

张天蕾

入警的 365 个日夜，让我从“门外汉”变成
了能独当一面的监区民警。记得第一次独立值
班时的彻夜未眠，到现在能精准预判潜在风险；
从对监规的生搬硬套，到能灵活运用化解冲
突。这些蜕变告诉我：监狱工作没有捷径，唯有
脚踏实地，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才能守住监管安
全的底线。

张瑞琰

入警的这一年，我从“怕沟通”变成了“会沟
通”。刚工作时，面对罪犯的提问常常语塞，甚至
被带偏节奏。跟着老民警学习谈话技巧后，才明
白沟通要“先倾听、再共情、后引导”。现在，我能
平静地听他们讲过往、谈困惑，再针对性地开展教
育。这种转变让我明白：高墙内的教育，不是单向
说教，而是用真诚换真心的过程。

姚鹏

一年前，我带着“改造人”的宏大目标而来；
一年后，我在给罪犯上的每一堂法律课、组织的每
一次技能培训中，找到了实现目标的路径。曾以
为改造是“宏大工程”，如今明白它就藏在点滴小
事里：为罪犯普及法律知识，帮助家庭困难的罪犯
联系家人，为即将出监的罪犯讲解社保政策……
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让我懂得：用平凡坚守创造
不凡，就是监狱民警的价值所在。

（自治区监狱管理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