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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山西法院来说，2010 年是一个既

充满挑战和拼博，又饱含奋斗和喜悦的年

份。这一年，山西全省法院围绕服务经济

社会科学发展和实现法院自身科学发展，

始终坚持大局为上、民生为大，全力推进社

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以审判（执

行）为中心的法院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

进步。日前，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

记者：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

司法”工作主题，阐明了人民法院的根本职

能和本质属性。围绕这一工作主题，山西

法院有哪些作为？

左世忠：就人民法院而言，“为大局服

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既是“三个至

上”指导思想的具体化，也是党和人民对司

法审判工作的要求和期待，是我们在审判

（执行）工作中必须注意和把握的基本原

则。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只有毫不动摇地

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毫不动摇地坚

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毫

不动摇地坚持人民法院的人民性，才能在

运用司法审判职能的过程中服务和保障经

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正是本着

这样的认识，山西省三级法院立足审判、能

动服务、积极作为，全省法院种类案件突破

20 万件，达到 200190 件，审（执）结 182330

件，同比分别增长了 6.72％和 8.07％，其中

省高院审（执）结各类重大案件 3097 件，同

比上升 26％，用执法办案的实际行动，诠释

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真谛。

记者：去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山西省为

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自此，山西成为全国第九个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也是我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

位 、系 统 性 的 国 家 级 综 合 配 套 改 革 试 验

区。我们知道，围绕设立这个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山西法院系统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请您详细谈谈。

左世忠：2009 年以来，围绕设立综合改

革配套试验区，山西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相

关部委做了大量工作，我省法院也不例外，

可以从 4 个方面来说明：

围 绕 大 局 ，积 极 提 供 司 法 保 障 和 服

务。省高院制定下发了《关于为我省转型

跨越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指导并

要求各级法院更新理念、转变作风，围绕

依法平等保护外资企业等“六个重点”、坚

持“六个严惩”、加强“四个引导”、完善“五

项机制”，切实增强审判工作服务大局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各级法院领导带队深

入企业、乡镇走访座谈和协调案件 1500 多

件（次），及时了解社会司法需求，主动提

供法律服务。一年来，依法审结买卖、借

款、金融证券等案件 26054 件，涉及标的金

额达 55.72 亿元，促进了资金快速流转和

经济有序发展。

调判结合，竭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坚持现场立案、预约开庭、巡回审判

等便民利民工作机制，着力提升广大法官

做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的能力。努力构建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积极指导人民

调解、行政调解组织开展工作，并与司法

调解相对接。各级法院通过强化调解，调

判结合，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 98989 件，同

比上升 16.16％，其中 62.9％的案件以调解

或自愿撤诉处理，74％的生效裁判得到自

动履行。

宽严相济，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坚决严惩黑恶势力团伙犯罪、侵财与暴

力犯罪、经济犯罪等危害稳定、影响发展的

各类犯罪活动，共审结各类一审刑事案件

19208 件，其中严肃查处贪污、贿赂、渎职犯

罪案 1103 件 1400 人，维护了经济秩序，净化

了发展环境。在此基础上，依法对一批犯罪

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初犯、偶犯予以

从轻、减轻处理，为符合条件的 171 名被告

人指定辩护人，对自觉接受改造、认真悔过

自新和老弱病残的 11925 名罪犯给予减刑、

假释，对 67 名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的

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积极开展

刑事和解工作，刑事自诉和刑事附带民事案

件调解率达到 62.5％，较好实现了法律效

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多措并举，化解官民矛盾促进依法行

政。去年全省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

2139 件 ，审 结 2067 件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51.59％和 54.02％。各级法院积极探索行

政案件处理新机制，在审结的一审行政案

件 中，经 协 调 和 解 的 占 到 了 32.37％ 。 为

促进依法行政，多数中院向当地政府及相

关执法部门提交行政审判白皮书，分析行

政机关败诉的情况及原因，有针对性地提

出意见建议，以实际行动为山西的转型发

展、跨越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记者：涉诉信访和“执行难”问题，一直

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山西法院系统在这方

面做了哪些工作？

左世忠：有效化解涉诉信访问题，是

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一项重要

工作。去年，全省法院一手抓信访积案的

清理，一手抓源头治理，着力构建“全员全

方位参与、综合化解涉诉信访”的大信访

工作格局。省高院对历年来越级重复上

访的案件进行了彻底排查甄别，采取领导

包案督办、带案下访的方式逐案解决，并

对因人身损害致伤致残、生活极其困难的

当事人进行了必要的经济救助，仅省高院

就拿出 80 余万元对 13 人给予了救助。为

从源头上减少新的信访案件产生，各级法

院抓好初信初访，扎实开展立案信访文明

窗口建设，积极畅通申诉渠道，办理群众来

访 21120 余人次，同比上升 8.63％。同时，

我们还大力强化诉讼引导、判后答疑、法律

释明、文书说理等工作，97％以上的案件经

一、二审后能够服判息诉。本着实事求是、

依法监督的原则，各级法院对当事人不服

生效裁判的 4853 件申诉和申请再审的案件

进行了认真审查，对其中 210 起经审查确

有瑕疵的裁判进行了调整变更，占生效裁

判的 0.18％，使我省非正常越级上访和重

复上访的数量得到了明显下降。

为有效化解“执行难”的问题，我们大力

推进执行机制创新，切实规范执行工作，形

成了覆盖执行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严

密制度，继续健全执行联动和威慑机制，加

强与检察、公安、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的

联系，通过媒体曝光、财产调查、车辆登记、

限高消费和强制执行等方式，促使被执行人

履行义务，并以开展“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

法院”和“委托执行案件专项清理”两项活动

为契机，执结各类案件 31023 件，标的额达

131.07 亿元，结案率为 81.28％，实际执行到

位率为 75.93％；清理外地委托执行案件 704

件，清结率达到 99.6％。对涉及企业发展、

民生利益和社会稳定的案件，多做和解工

作 ，执 行 和 解 案 件 占 全 部 执 结 案 件 数 的

23.22％。同时，我们在党委和政府有关部

门的支持下，还建立实行了执行救助金制

度，给予因执行不能的特困群体适当救助，

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又保障了群众的生活

必需，促进了社会和谐。

记者：不可否认，骄人的工作业绩背

后，必须有一支过硬的法院队伍，服务科学

发展也必须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在加强

法院自身建设方面，山西法院系统的做法

和成效有哪些？

左世忠：加强自身建设是做好法院各

项工作的前提和保障。山西法院系统以

深入开展“ 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

动和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不断加强队伍

建设、创新审判管理，以此来推动法院工

作的科学发展。

在队伍建设方面，全省法院积极组织

岗位练兵、办案能手竞赛、审判研讨、经验

交流、裁判文书评比等活动，与中国政法

大学联合，在省高院和太原中院设立了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博 士 后、博 士 生 挂 职 实 践 基

地，促进了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的有机结

合；着力发现、培养和宣传各类先进典型，

先后有 79 个集体和 110 名个人受到省级

以上表彰，沁县人民法院原院长王天祥被

最高人民法院追授“ 全国模范法官”荣誉

称号，反映其感人事迹的电影《百姓法官》

在全国上映。

继续狠抓司法廉政建设，将执行“五个

严禁”的规定与落实省纪委“整肃工作纪律

狠刹不良风气”的要求结合起来，定期或不

定期对机关工作人员的纪律作风、履职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突出抓好对审判、执行等

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的教育和管理。省高

院还从岗位职责、制度机制和外部环境等

方面入手，对可能影响廉政建设、容易出现

腐败问题的“风险点”进行全面排查，确定

了不同岗位的 69 个权力风险点，有针对性

地制定了 76 条防控措施，并为每位干警建

立了廉政档案，开展了全员岗位廉政公开

承诺，强化岗位自律和机制约束。落实司

法巡查制度，对全省法院进行深入细致的

明查暗访，严肃查处违反“五个严禁”等规

定的行为，先后对 45 人作出党政纪处分，4

人被清出法院队伍。由于我们坚持将传统

灌输式的宣传教育上升到“廉政文化”、制

度约束的高度，通过创新载体，激发干警的

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筑起了一道坚不可

摧的思想道德防线。

审判管理在整个法院管理中具有主导

性的地位,是法院管理的重中之重。全省

法院围绕省高院办“铁案、精品案、和谐案”

的目标要求，健全完善了审判流程管理、质

量评估、绩效考评、监督指导、责任追究等

40 多项审判管理制度，规范了审委会、合议

庭、承办法官及分管院长、庭长的职责，强

化了对下级法院的监督管理。根据中政委

的统一安排，认真开展了“百万案件评查”

活动。去年，全省法院在收案总量明显上

升的情况下，实现了收结案的总体平衡，年

度结案率和审限内结案率分别同比上升

1.14 和 0.16 个百分点，一审案件的服判息

诉率同比上升 1.42 个百分点。同时，认真

落实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五部门联合

作出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

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

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公安、检

察机关的配合下，建立侦查讯问人员出庭

作证制度。量刑规范化改革自 2009 年试点

后，去年 10 月起在全省法院全面推开，各

级法院积极完善相关制度和配套措施，省

高院出台的量刑规范化指导实施细则，被

最高法院评价为“完全符合改革要求，为人

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未来修订提供了新

鲜见解”，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

大局为上 民生为大

山西全力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
——访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

左世忠做工作报告左世忠做工作报告

图1：左世忠在工作

图2：左世忠（中）在展览现场

图 3：左世忠（右）在中国政法大学博

士后、博士生挂职实践基地揭牌仪式上

图4、5、6：左世忠到基层调研

■ 本报记者 常旭日 王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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