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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是审判的前提，依法立案是公正司

法的开始。立案登记制改革以来，人民法院

全面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现场

立案、掌上立案、跨域立案、巡回立案等立体

化便民立案模式，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

“实践中，当事人和律师反映，仍有个别

法院在落实立案登记制过程中存在跑偏走样

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钱晓晨介

绍，近年来，最高法通过畅通 12368 诉讼服务

热线“不立案”投诉监督渠道，进一步规范“不

立案”投诉对下督办机制，确保有案必立、有

诉必理。

一些法院对立案工作制度
落实不到位、执行不彻底

“我要投诉，福建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

收到立案申请后，有案不立！”10 月 8 日，接到

王某的投诉后，最高法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

相关负责人柳珊立即进行了核查。

原来，王某是一起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

律师，今年 8 月 31 日通过网络向秀屿区法院

提交立案申请。秀屿区法院与王某两次电话

沟通，要求王某补充地址确认书后再予以立

案。王某认为，秀屿区法院的要求不合理。

“提供地址确认书有利于推进后续审判

工作，但并不是立案的必备条件。”柳珊说，最

高法向秀屿区法院下发了督办函，要求对于

当事人起诉材料齐全的先行立案，地址确认

书可以立案后由当事人补充提供。督办当

日，秀屿区法院对该案予以登记立案。

当前，一些基层法院不立案、拖延立案问

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最高法成立专门调研小

组，充分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

的意见建议，共收集意见建议 16万条。“从最高

法调研和督办案件反映的问题看，一些地方法

院对立案工作制度落实不到位、执行不彻底，

存在立案窗口接收诉状材料后不出具书面凭

证、以不属于本院管辖为由推诿立案、对于新

类型案件审核标准较为严苛等问题。”钱晓晨

说，有的法院受业绩考核影响，盲目追求高结

案率，在年底搞变通限制立案、增设立案门槛。

为便于群众监督，2020 年 7 月，最高法开

通全国四级法院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不立

案”投诉监督渠道，群众可以拨打电话对“不

立案”问题进行反映。最高法每日下发督办

通报，由地方法院在 5 个工作日内核实反馈

办理结果。截至今年 10 月，已累计收到 5423
件有效投诉，并向相关法院逐一督办核实，

1100 多件符合立案条件的，当场立案。

目前，针对立案工作不规范问题，最高法

正在起草《人民法院立案窗口工作规范》，对材

料接收、一次性补正告知、形式审核要件、网上

立案、跨域立案办理、窗口行为规范等群众反

映较多的不规范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全面提升

立案工作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

压实立案工作人员的释明
引导责任

今年 2 月，最高法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接

到了当事人付某的投诉电话。付某反映，自

己向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材

料后，南关区法院要求其补正被告的身份证

号码等材料，但由于自己无法查找对方身份

证信息，再次递交材料时，工作人员告知其如

不补正材料则无法立案。

“要求当事人在立案时提交被告身份证

号码的不立案投诉数量相对较多，具有一定

的典型性。”柳珊介绍，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

事案件起诉条件之一是“被告明确”，有的地

方法院便要求当事人提供被告身份证号码，

以此确认被告是明确的。但在实践中，特别

是网络交易纠纷中，提供被告身份证号码对

于原告来说较为困难。

付某就是这种情况，“已经提供具体明确

的被告信息，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情

况下，仍被要求提供被告身份证号、所在社区

证明等，这不符合登记立案要求。”接到最高

法督办函后，南关区法院向付某了解了具体

情况，先行收取诉讼材料，并协助其查询被告

身份信息后，依法予以立案。

从司法实践看，一些法院对材料不规范、

不齐全的未一次性告知；对不符合形式要求

的起诉随意退回、反复退回；对于不符合要求

的网上立案申请材料，不说明理由，不一次性

告知，以材料收不到、打不开、看不清、文件过

大、格式不对等理由随意退回、反复退回、“卡

点退回”。此外，也有一些当事人在提交立案

材料时，误以为只要提交立案材料，写明被告

姓名，法院就应当立案。法院如果释明引导

不到位，就容易引发误解。

“目前，一些地方法院也积极延伸司法服

务触角，针对原告提供被告信息确实存在困

难 的 ，协 助 当 事 人 与 公 安 机 关 进 行 沟 通 核

实。”钱晓晨说，要以“如我在诉”的决心进一

步压实立案工作人员的释明引导责任，做好

解释沟通工作，提升诉讼服务水平。

研究推出“案件码”，推动
建立立案全周期监管机制

不少法院反映，“案多人少”的客观实际

是导致一些地方“不立案”问题的重要原因。

当前，人民法院推进诉调对接的“调”向基层

延伸，对接基层治理单位，加强法律指导，建

立双向交流机制，促使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

地化解。

但对于诉前调解期限届满当事人不同意

继续调解的，也有当事人投诉反映诉前调解

与立案衔接不畅，个别地方法院未经当事人

同意强制调解，或者未经当事人同意强制延

长调解期限，久调不决、久拖不立。

针对诉前调解与立案衔接不畅问题，最

高法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增加调解不成自动

转立案功能，对诉前调解期限届满当事人不

同意继续调解的，自动转入立案系统，依托信

息化手段解决“久调不立”问题。

“目前，最高法正在研究建立‘案件码’，

将审判流程管理职能延伸至接收起诉材料阶

段，推动建立立案全周期监管机制，实现从当

事人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开始的全周期监

管、全流程跟踪，进一步加强对各地法院‘不

立案’问题动态监督。”最高法立案庭有关负

责人说。

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规范“不立案”投诉对下督办机制—

杜绝变相不立案 更好保障群众诉权
本报记者 魏哲哲

本报石家庄 12月 26日电 （记者张腾扬）“我们在调研中

发现，企业有大量的人才、技术需求，但缺少沟通渠道和平

台。”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双滦区

落实党委主要领导联系专家等工作机制，以政策引领、平台搭

建、创新服务为抓手，培育急需人才，引进高端人才，为人才提

供各类服务。

承德市委组织部发挥统筹协调职能，在人才、科技、企业

之间“搭桥”，行业部门协同配合，企业发挥用人主体作用，聚

焦文化旅游、医疗康养、清洁能源、大数据等产业发展，成立了

党建联盟，畅通人才交流渠道。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承德市兴隆县大力培育挖掘本土

人才，开展了农村青年拔尖人才评选，加大对人才创业的支持

力度；承德市隆化县践行“四下基层”，及时了解并解决人才发

展中遇到的问题；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组织 300 多支人才

服务队进企业、进乡村，让实用技术人才在一线锻炼成长。

河北承德激励人才下沉发展一线

本报成都 12 月 26 日电 （记者王明峰）

四川省内江市纪委监委围绕困难群众救助资

金、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资金等 19 项省级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项目重点工作，成立监督检查组 7 个，对资金

发放不及时、不足额等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推

动解决问题 392 个。

农村公共服务项目曾是涉农资金腐败

问 题 易 发 多 发 领 域 ，也 是 群 众 关 注 重 点 。

内 江 市 纪 委 监 委 建 立 健 全 工 作 专 班 运 行 、

领 导 包 片 督 导 、部 门 协 作 联 动 和 问 题 线 索

管 理 处 置 4 项 机 制 ，建 成 乡 村 振 兴 领 域 不

正 之 风 和 腐 败 问 题 专 项 监 督 问 题 线 索 台

账，推进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提级办理、挂牌

督办、领导包案，以强有力的纪律监督保障

涉农资金安全。

四川内江强化涉农资金监督
本报广州 12月 26日电 （记者贺林平）“客观上讲，双方

都有责任，大家不妨各退一步？”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

镇源潭村调解工作室，一场调解正在进行。原来，因电路故

障，源潭村村民鱼塘的增氧机损坏，导致大批塘鱼损失。村民

索赔，但无法与电力公司达成一致意见。

三水区人民法院乐平法庭得知情况后，立即与源潭村村

委会组成调解小组。现场，法官给出专业法律意见，村里的调

解员摆事实、讲道理。几轮调解下，双方握手言和。

三水区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诉源治理，

广泛吸纳村干部、老党员等进入调解员队伍，大量矛盾纠纷在诉

前得到化解。两年来，三水区法院在诉前化解纠纷 1000余起。

广东佛山三水区法院加强诉源治理

■法治聚焦R

本报呼和浩特 12 月 26 日电 （记 者

张枨）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阿 拉 善 左 旗 实 施“ 红

色头雁+特色产业”行动，积极引导嘎查村

党组织书记发挥“头雁效应”，结合本地资

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实际，聚焦宝玉石、肉

苁蓉、枸杞、葡萄等特产，大力发展高效农

牧 业 、观 光 旅 游 业 等 优 势 产 业 ，带 动 村 民

增收致富。

阿拉善左旗探索在特色产业链上建立

党 组 织 ，推 行“党 支 部 +企 业 +基 地 +农 牧

户”模式，引导嘎查村党组织书记担任集体

经济组织负责人，通过直接带动、辐射联动、

服务拉动等方式服务村民。截至目前，该旗

嘎查村党组织负责人领办企业、合作社 113
家，114 个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 10
万元以上。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以党建引领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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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12月 26日电 （记者肖家鑫）“现在俺们滩区的生

活太方便了，社区里就有警务服务中心。”今年 76岁的山东省菏

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王店新村社区居民陈建年感慨。因腿脚不

便，陈建年一直没能出门补办身份证。社区警务服务中心得知

后，户籍民警白群涛就背着警务背包，带着专用设备上门服务。

近年来，山东公安机关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户籍、

出入境、车驾管等领域，推出 200 余项惠民利企新举措，进一

步便利企业群众生产生活。济南市公安局在“爱山东”政务服

务平台开通户籍办理专区，实现了户口登记、户口迁移等 12
类 69 项户籍业务在线办理。此外，山东省公安厅在全省推广

“一窗通办”改革，融合办理跨警种业务，提升窗口服务效率；

优化升级民生警务平台，累计为群众提供在线服务 4 亿余次；

整合优化服务资源，推广 24 小时自助服务区。

山东公安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