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充市西充县法院行政官司庭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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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水”开始后，全
市 9 个基层法院都在立
案窗口张贴告示，打行
政官司，换地方了！西
充县法院行政庭庭长王
洪先介绍：“遇上西充人
告‘官’，我们会告知他
去高坪区法院。如果当
事 人 坚 持 要 在 西 充 立
案，我们也会立案受理，
这是群众对人民法院的
信任！”

“试水”一年来，西充
县法院受理行政案 122
件，审结 95 件，开庭审
理 59 件 ，59 个 行 政 机
关 负 责 人 全 部 出 庭 应
诉 。 院 长 刘 建 菊 表 示

“来之不易”，背后是人
民 法 院 大 量 艰 苦 细 致
的工作。

南部一家农户状告
乡政府赔偿中少量了自
己地宅，承办法官驱车
现场组织相关部门丈量
核实；阆中一村民状告
公安局违法拘留，为实
质化解矛盾纠纷，法官
远赴阆中偏远山村进行

协调。西充县法院尽管
驳回了仪陇县某村民状
告乡政府的赔偿请求，
介于当事人实际困难，
法院还是协调当地民政
部门给予当事人一定经
济帮助。

以前很难看到公安
局 副 局 长 坐 到 被 告 席
上，普通老百姓就是想
与行政部门当面讲理、
与 单 位 负 责 人 平 等 对
话 。 法 院 就 是 要 搭 建
这 样 一 个 增 进 行 政 部
门 与 普 通 百 姓 相 互 交
流 、相 互 沟 通 、促 进 相
互 理 解 信 任 的 平 台 。

“ 案 子 判 完 了 ，法 官 也
会向当事人宣传政策、
讲 讲 法 律 、疏 导 情 绪 ，
让 当 事 人 真 正 认 识 到
自身错误，息诉服判。”
刘建菊说。

今年以来，西充县法
院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
无一例成为信访案件。

王兵张蓉萍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苏定伟

“退休是行政确认行
为，办理退休手续没有陈
述、申辩的程序要求，我
局依照充分证据为其办
理退休、作出该通知是合
法有效的……”

刘某因不服西充县
人社局的退休决定，向西
充 县 法 院 提 起 行 政 诉
讼。庭审中，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全
程参与答辩、质证和辩论
等环节。

从去年10月1日起，
南充正式启动行政案件
管辖试点工作，西充县法
院按照上级法院要求，

“试水”集中管辖高坪、阆
中、南部和仪陇 4 个区县
的行政案件，实现司法审
判区和行政管理区的相
对分离。

西充县法院院长刘
建菊表示，改革，就要拿
出勇气和魄力，依法行使
审判权力，维护群众合法
利益，要让行政审判改革
出成效，让集中管辖试点
出经验。

行政官司集中了，还
能不能解决“民告官，不
见官”的痛点？西充县人
大修订《关于行政首长参
与行政诉讼的规定》，涉
及老百姓生产生活稳定
的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
社会影响较大、复杂的等
六类行政诉讼案件，相关
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不
能由代理人做“传声筒”。

西充县人大主任张
伟介绍，对于出庭应诉执
行不力或败诉率高的行
政机关负责人，县委主要
领导要对其进行约谈，情
节严重的，监察部门应当
向其发放限期整改通知
书，追究其行政责任。

“每次出庭应诉对自
己都是一次普法，督促自
己更全面地学习掌握相
关法律法规，以便能现场
回应‘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合规’‘执法程序是否合
法，有无瑕疵’等问题。”
出庭应诉的西充县市场
监管局副局长叶华清这
样对记者说。

华蓥市大数据监察平台
为执纪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

华西都市报讯（杨洪野 记者 汪仁
洪）近 3 万条党员干部及家属个人信
息，32万条车辆、房产信息，1万7千余
条低保、贫困户家庭信息，200余条民
政、教育等七大类政策性惠民公示文件
……如此浩大且纵横交织的数据，现在
全部交给了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对比
碰撞及关联性、互斥性分析，按照问题
严重程度进行智能预警，助力纪检监察
机关执纪问责。

今年9月，广安华蓥市纪委监委依
托“互联网+”科技手段，建立“大数据+
阳光监督”平台，收集录入数据31万余
条，涉及惠民资金 0.7 亿元、惠民项目
资金 0.97 亿元。同时购置安装 20 台
数据查询一体机，实现乡镇便民服务
全覆盖，让群众可通过该平台对全市
民生资金发放、项目实施、政策执行等
情况进行无障碍查询，形成无死角、全
覆盖、深层次的民生监督网络体系，为
进一步拓宽群众监督提供有效途径，
切实将监督“探头”延伸到基层。

据悉，为发挥大数据监察平台最
大便民查询及咨询服务优势，该市还
为大数据监察平台配套开通微信公众
号，畅通群众主动参与大数据平台共
建途径，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阳光
监督积极性。

渠县青丝乡
开通民生民意“直通车”

华西都市报讯（石秀容 记者 曾
业）如何让群众不跑路、不花钱就能反
映问题、解决问题？渠县青丝乡创新
推出的“三带三听三转”工作机制，是
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该机制让乡
镇、村社干部走村入户进院坝，坚持常
年到全乡 6 个村 1 个社区巡回下访接
访，真正开通了民生民意“直通车”。

“三带”，即干部下乡带工作记录
本、带民情记录本、带回群众代办事
项；“三听”，即听社长关于本社工作情
况汇报、听产业业主发展困难汇报、听
困难群众民生难题倾诉；“三转”，即把
在下村走访情况转村级台账，将村上
解决情况转诉求群众，村上不能处理
转上级组织。

这项工作机制实施以来，该乡通
过走访发现问题318条，及时解决回复
280条，交乡上统一解决并形成方案33
条，不能解决的5条已经申请报县上统
筹纳入规划，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59场行政官司 来了59个“官”

“因使用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决定不合
理”，诉至南充市西充县法院，西充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叶华清主动联系法院，说自己要
来参加庭审，而且带上执法人员一起来旁听。告官能见官，出庭又出声，这样的场景在
西充县已成为常态。

2018以来，西充县法院审结95件行政官司，开庭59件，来了59个“官”，告官能见官。

“告官能见官，出庭又出声”

用制度打破“告官不见官” 59个“行政首长”全部出庭应诉

西充县试水新举措，六类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须出庭应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