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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淅川县人民法院积极贯
彻落实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出庭应
诉制度，着力推进行政诉讼审判公开
化和规范化，实现行政机关负责人从
“出庭”到“出声”“出效”的转变，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
全感， 营造更加优质的法治环境，全
力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淅川县人民法院着力推进行政诉讼审判公开化规范化

强化行政审判职能 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本报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张长海 文/图

行政公益诉讼
“四长”同庭履职

“通过今天到庭参加庭审和府
院联动法治宣讲，对建设法治政府
有着更深的认识，下一步，我们将
通过加强学习， 完善相应工作机
制， 切实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
平。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经
济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淅川县人
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在荆紫关镇
党委会议室巡回审理该县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时，荆紫关镇镇长胡恒
理表示。

记者了解到，这起行政公诉讼
案件合议庭由 3 名审判员、4 名人
民陪审员组成，淅川县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 院长白云担任审判长，县
检察院检察长李东兴代表公益诉
讼起诉人提起诉讼，被告荆紫关镇
政府镇长，第三人县自然资源局局
长出庭应诉。

一审宣判后， 各方均表示不
上诉。 庭审结束后， 在淅川县司
法局局长孔令勤的主持下， 淅川
县“府院联动依法行政乡镇行”法
治宣讲（荆紫关站）活动启动。 白
云以《基层行政执法中的常见问
题》为题，给现场旁听人员上了一
堂生动的法治课。

河南省人大代表、 荆紫关镇
庙岭村党支部书记魏周娥说：“一
个行政案件，四位‘一把手’同时出
庭， 这不仅是领导干部的法定职
责，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宗
旨，做到了‘告官见官、出庭出声更
出效’，对有效化解矛盾争议，增强
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

据了解，该法院以“府院联动”
为载体，积极推动行政机关“一把
手”出庭应诉制度化、规范化、常态
化， 以“巡回审判进机关+普法课
堂”办案新模式，有效解决“告官不
见官、出庭不出声”的问题，促进行
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淅川县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庭审现场（资料图片）

带头出庭应诉
化解行政争议

“通过本次开放日活动， 我更加
深刻地意识到了‘一把手’出庭应诉
的重要性。‘一把手’出庭应诉，实际
参与，与当事人有效对话，才能为老
百姓真正解决问题，化解行政争议。”
淅川县上集镇政府原镇长刘娜说。

为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更加
有效地促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2023
年 5 月 23 日， 淅川县人民法院与淅
川县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共同组织，首次开展“带头出庭应诉
化解行政争议”———行政诉讼主题公
众开放日活动。 47 名“一把手”同聚
法院，共商行政首长带头出庭应诉常
态化，促进行政争议化解。

室外参观环节，参加活动的领导
和同志们参观了诉源治理长廊、行政
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及行政审判法治
文化长廊，听取了行政审判庭干警对
行政诉讼大事、全国典型行政诉讼案
例的讲解。

室内宣讲环节， 白云向参加活
动的领导和同志介绍了行政审判工
作的发展历程以及法院近年来在行
政争议实质化解方面的工作亮点和
成效。 在观看了《行政诉讼三十年》
纪录片后， 法院行政庭负责人陈璞
以《行政首长带头出庭应诉 推动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为题，向参加
活动的同志讲解了行政机关首长出
庭应诉的法律依据、现实意义，行政
首长出庭应诉应把握的问题， 如何
通过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推动行政争
议实质化解。

淅川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
韩莉，县政府副县长袁祖闯分别提出
要求，再次强调要落实“一把手”出庭
应诉，将其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
重要制度，提高“一把手”出庭应诉在
社会治理、 平安建设考评中的权重，
行政首长未按照要求出庭应诉的，实
行“一票否决”。

县长出庭应诉
16名“一把手”旁听
2023 年 12 月 25 日， 随着庄

严的法槌敲响， 一起政府信息公
开行政纠纷案件在淅川县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 淅川县委副书
记、 县长王兴勇作为被告县政府
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该案由白云担任审判长，整
个庭审严谨规范，秩序井然，充分
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为促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 法庭
不仅围绕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展开审理， 同时紧密围绕原告起
诉的真实意图进行查明。 县司法
局等相关执法部门 16 名“一把
手”认真参与旁听，庭审取得良好
效果。

王兴勇在庭审中发言说：“作
为被诉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出庭应
诉， 既是履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
义务， 也是行使法律赋予政府的
权利。 群众愿意通过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行政争
议， 也体现了淅川县法治建设的
进步。 通过这样面对面的平等交
流与沟通， 我相信能够对化解行
政争议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

庭后， 合议庭引入实质性化
解机制， 王兴勇到行政争议化解
中心法院工作站进行调研， 并参
与案件调解工作。

今年以来，淅川县人民法院通
过府院联动机制，严格落实《南阳
市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出庭应诉
暂行规定》，盯紧“关键少数”，促进

“一把手”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率保持在 100%。

完善诉源治理机制
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欢迎关注
淅川县人民法院微信微博

近年来，为实质解决行政争议、实现
行政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淅川县人民法院
按照上级的有关精神要求，对主动融入党
委和政府领导的诉源治理机制建设进行
了有益探索。

该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淅川县
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的意见》， 对中心
的组织架构、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工作职
责等进行了明确，推动设立了淅川县信访
局、县司法局和县法院 3 个工作站，调整
加强了领导小组，形成了以中心为依托、3
个工作站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工作格局。

该院成立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法院
工作站，充分发挥城乡社会依法治理、矛盾
纠纷多元解纷、诉源治理“三合一”工作机制
作用，实行“1+4+3”工作模式，以实质性化解
具体行政争议为基础目标，主动延伸法律服
务，开展法治宣讲，助推依法行政，实现政治
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今年以来，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率达 100%，行政诉讼案件实质性化解率达
40%，进一步推进了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和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行政机关负责人通过在庭审中与群
众‘面对面’交流，直观了解到行政争议产
生根源以及群众真实诉求，才能缓解当事
人对行政机关的对立情绪，更好地回应群
众关切的问题。 ”白云说。

下一步，淅川县人民法院将紧紧围绕
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核心目标， 履职尽
责、公正司法，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和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制度落实，
让行政审判更好融入社会治理体系，促进
法治政府建设和行政纠纷多元化解。 ⑥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