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2年4月23日 星期六 责编王萌 版式易灵 总检张浩天下

重构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进一
步健全诉讼制度机制、不断完善便民
利民改革举措……一系列具有原创
性、标志性的政法改革成果，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
共中央宣传部22日举行首场“中国这
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党
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改革举措与成效。

优化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
强化办案责任

“为了解决原来人人都能办案，
办案要层层报批，责任不清的问题，
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司法责任
制。”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说，
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
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
三大类，实行单独职务序列，分类管
理，各司其职。

“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
的办案责任制，大大强化了办案人员
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
官沈亮介绍，人民法院全面推行法官
员额制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从原有21
万余名审判人员当中，严格遴选12.7万
余名法官，同时为法官配备一定数量的
辅助人员，让法官聚焦审判的核心事
务，其他事务性工作交由辅助人员办
理，各类人员各归其位、各尽其责。

“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
责。”沈亮表示，一般案件由合议庭或
者独任制法官直接定案并终身负责，
同时发挥庭长、院长的监督管理作

用，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等案件的
监督管理，让办案和监督全程留痕、
全程可溯，确保“放权不放任”。

建立健全执法司法权制约监督
机制，政法机关积极探索。

以巡回检察为例，这是检察机关
对刑罚执行工作进行监督的重大创
新。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对监狱、看
守所监督主要是依据设置的驻监、驻
所检察室进行监督。驻监、驻所的人
员比较固化，熟人社会、“因熟生懒”、
不愿监督的问题时有发现。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
大检察官杨春雷说，2018年，最高人
民检察院党组提出这项工作，首先在
各级检察院成立巡回检察组，定期或
者不定期到监狱、看守所进行巡回检
察，开展监督，发现纠正问题。从
2019年开始，监狱巡回检察全面铺
开，到去年年底，全国开展巡回检察
总共有4000余次，发现监狱的问题
3.2万余个，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纠正
违法意见等方式，纠正了2.6万余个。

据了解，为了防止执法司法活动
不受干扰和影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不断健全制约监督的制度机
制，完善责任体系，建立了防止干预
司法的制度，对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
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一律记录、定
期通报、严肃追责。

“减证便民”行动
清理各类“证明事项”

办出境游手续要“证明你妈是你
妈”，兑换破损钞票要证明“非被人为
故意破坏”……

面对这些“奇葩证明”，是否曾经
“跑断腿”“磨破嘴”？

从方便自己“要证明”，到方便群
众“减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
开展“减证便民”行动，组织清理各类

“证明事项”13000多项。
不断完善的便民利民改革举措，

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可
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公安机关不断深化推进“放管
服”改革，持续推出了一大批便民利
企政策措施。

2014年以来，全国有1.3亿农业转
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全国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由 2013 年的 35.93%提高到
2021年的46.7%，户口迁移政策普遍
放开放宽，中西部地区除省会（首府）市
外，基本实现了城镇落户零门槛。

“居住证制度实现全覆盖，全国
共发放居住证超过1.3亿张，以居住
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
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进一步健
全。”公安部副部长刘钊说，聚焦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5项户口迁移和
开具户籍类证明“跨省通办”，申办出
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和“全国通办”
全面落地。

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安机关
先后推出了127项交管便民利企改革
措施，涉及车辆登记、驾驶证管理、交
通事故处理以及互联网服务等方面。

提升办案质效
破解“立案难”“执行难”问题

目前，全国法院受理的案件数已
经由2012年的1300万余件增长到去
年3300万余件。面对案件数量的大
幅增长，如何提升办案质效？

沈亮介绍，经中央批准和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授权，人民法院先后开展
了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
试点，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
推动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
分道，通过科学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实现了简案快审、繁案精审，使得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高效便捷的实
现，法院的审判质效也大大提升。

“立案难”曾是影响司法公正的
难点堵点，2015年，人民法院改立案
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大大降低了立
案门槛。据初步统计，全国法院目前
能够做到超过95.7%的案件当场立
案，长期困扰群众的“立案难”问题已
经解决。

2016年至2019年，最高人民法
院全力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
坚行动，针对执行工作查人找物难，
建成了网络查控系统，实现了精准在
线查人找物，完善联合惩戒体系，公
布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限制高消
费，倒逼其自动履行。

优化行政复议资源配置
畅通行政复议申请渠道

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主
要渠道，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政府公
信力。

司法部副部长刘炤表示，司法部
指导各地按照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
案的要求，将分散在政府部门的行政
复议职责整合到政府统一行使，实现
一级政府只设立一个行政复议机关，

“一口对外”受理行政复议案件，优化
了行政复议资源配置，畅通了行政复
议申请渠道。

按照“事编匹配、优化节约、按需
调剂”的原则，为政府行政复议机构
合理调配编制，增强了工作力量。目
前，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改
革实施方案。其中，23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实现省市县三级行政复议职
责集中。

同时，各地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
规范化建设，普遍建立行政复议（咨
询）委员会，出台了配套制度，统一了
办案标准，优化了办案流程。

“通过改革，行政复议体制机制
进一步优化，办案质量和效率也得到
提升，行政复议的权威性、公正性和
公信力都明显增强。”刘炤说，越来越
多的群众选择通过行政复议表达诉
求、维护权益，2021年的案件数量比
改革以前增长了22.3%。

各地按照“应收尽收、应调尽调、
应纠尽纠、应赔尽赔”的原则，注重实
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约70%案件实现

“案结事了”，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
主渠道的效果初步显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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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21日宣布，美国
将禁止与俄罗斯有关联的船只停靠美国港
口或进入美国海岸。

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列出一份“黑名
单”，限制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脸书
平台母公司“元”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等政商界人士入境俄罗斯。

拜登21日说：“我宣布美国将禁止与俄
罗斯有关的船只进入美国港口，正如欧洲国
家那样。这意味着美国禁止悬挂俄罗斯国
旗、由俄罗斯实体所有或运营的船只停靠美
国港口或进入美国海岸。”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3月初开始酝
酿禁止与俄罗斯有关的船只进入美国港口，
本月21日正式宣布。这项禁令不寻求全面
禁止俄罗斯货物运输。

多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2021
年，大约1800艘与俄罗斯有关的船只到访
美国港口，这一数字不足美国港口吞吐量的
3%。其中，近九成船只到访是运输原油。

拜登说，这项禁令是美国与欧洲联盟伙
伴、英国、加拿大共同采取的行动，以阻止俄
罗斯从国际经济体系中获益。

加拿大政府3月1日宣布，对关联俄罗
斯的船只关闭港口，禁止这些船只进入加拿
大领海。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意大利等欧
洲国家先前宣布类似举措。

俄罗斯外交部21日发布声明，宣布限
制美国29名重要人物入境。

俄外交部说，这一举动旨在回应拜登政
府“日益扩大的反俄制裁”，针对制定反俄政
策的人员。禁止入境令“永久有效”，俄方不
久将更新制裁名单。

这份名单涉及美国政府官员、商界人士
和记者，包括哈里斯、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
赖斯、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扎克伯格等。

据新华社

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定于24日举
行。在选前最后一个拉票日22日，代表中
间派的现任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向连任
目标发起冲击，与对手、极右翼政党“国民联
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展开对攻。

多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两名总统
候选人20日晚激辩3小时后，马克龙的支
持率保持稳定或小幅上升。他预计将获得
55.5%至57.5%的选票，胜算高于勒庞。

对于上述民调结果，勒庞22日接受法
国电视四台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最终选举结
果将证明民调并不准确。她说：“马克龙获
胜不是必然的。他称呼数以百万计的选民
为‘极右翼’，这是一种冒犯。而我从未对支
持马克龙的选民有过一点点敌意。”

按勒庞的说法，马克龙只关注精英阶层
利益，忽视了高涨的物价给低收入家庭带来
的冲击。

勒庞提出的经济主张深受蓝领群体支
持。这些主张包括20岁以前参加工作者可
提前至60岁退休、取消30岁以下群体的个
人所得税、能源增值税从现阶段的20%降
至5.5%等。

马克龙22日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指出
勒庞的经济主张存在问题。他说：“数以百
万计民众转投她的党派和规划，因为她给人
留下能解决购买力问题的印象，但她的方案
并不可行。”

经过一番媒体对攻后，两人马不停蹄前
去参加一系列宣传活动。

民调显示，24日的投票率预计为72%
至74%，将创下1969年以来的新低。

媒体普遍认为，投票率走低加上大量选
民尚未拿定主意，为选举结果留下不确定
性。 据新华社

对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
一律记录、定期通报、严肃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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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对俄船只发禁令
俄限制美副总统等入境

选前最后一个拉票日
马克龙与勒庞“对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