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法治要闻 2022年 7月 2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常杰

本报拉萨讯（记者 袁海霞）19 日，由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全程参与研发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
移动执法系统（新版）”正式运行，并与生态环境部
执法管理平台实现联网。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全
区生态环境执法的信息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
提高各级生态环境执法人员执法效能。

据介绍，新版移动执法系统包括生态环境执
法管理平台、移动执法 APP（手机端）、笔记本端
三大部分，集集成任务指派、执法台账、综合管理、
现场执法离线操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执法人员
信息库、执法知识库等功能于一体，通过“定位签
到、亮证告知、信息核实、现场取证、笔录制作、打
印分享、结束任务”等七步模块化工作流程，实现
生态环境执法全程留痕、责任可溯。

同时，为确保全区各级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规
范使用系统终端，熟练填报移动执法信息，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了全区生态环境移动执法系
统培训会，对新版移动执法系统进行了详细讲解
和实操演示。目前，全区 81 个生态环境执法机
构、336 名一线执法人员均安装了新版移动执法
系统 APP，不仅优化了执法方式，而且有效提升
了执法效能，实现生态环境移动执法“数据查得
到、执法用得好、违法管得住”的精细化执法效果，
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奠定了坚实的执法
基础。

在嘉黎县，自“三湖之声”大调
解工作中心建成以来，调解中心采
取逐级上报、行业分流、中心协调
的方式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各调解组织和行业部门扎实开展
矛盾纠纷摸排化解工作，在本级化
解不了的以书面形式逐级上报至
大调解中心。大调解中心及时对
各乡（镇）上报和大调解中心大厅
受理的矛盾纠纷进行梳理分类，以
督办单的形式督促各行业部门在
督办期内予以妥善有效化解，并做
好跟踪问效。对于重大矛盾纠纷，

“三湖之声”大调解中心组织召开
专题工作会议，分析调解难点、提
出调解对策，集中力量、限时攻坚，
扎实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在“三湖之声”大调解中心，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等行
业单位各司其职。完善的调解体
系，明确的调解职责，规范的调解
流程，严明的责任追究，都有效地
推进了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解
决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基
础 性 、根 本 性 问 题 。 截 至 目 前 ，

“三湖之声”共受理各类纠纷 451
起 ，已 化 解 448 起 ，切 实 做 到 了

“小事不出村、中事不出乡、大事
不出县、矛盾不上交”。

白央是嘉黎县人民法院综合
审判庭的一名陪审员，除了这一
层身份外，2021 年初，她还受邀
被 聘 为 县 人 民 法 院 的 特 邀 调 解

“指导员”。定期组织特邀调解员
进行法律专业知识培训、帮助开
展纠纷调解成为了她日常工作的
一部分。作为嘉黎县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体系中的“重要成员”，特
邀调解在纠纷化解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特邀调解员开展
诉前调解有效实现了案件分流，
有力推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
理，规避了刚性诉讼程序的繁琐
和冗长，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效。

“法院的审判工作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解决纠纷，但不能完全
化解纠纷。一些当事人在一审判
决后选择上诉，这也从侧面反映
着部分社会矛盾并未得到有效的
解决。为此，我们吸纳了品行良
好、公道正派、热心调解工作并具
有一定沟通能力的个人，进入特
邀调解员名册，使其成为辅助法
院工作的人员，增强了法院化解
纠纷的力量。”白央说。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特邀调
解工作机制已在嘉黎县人民法院
生根发芽并稳步推进。特邀调解

员成为了诉前调解的积极力量，
实现了案件纠纷高效、妥善化解，
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减轻了
群众及法院负担，提升了法院工
作质效，促进了嘉黎县社会大局
稳定和谐。

嘉黎县不仅建立了“三湖之
声”大调解中心，整合力量、统筹
协调，化解纠纷，更是推选了一批
有能力、有作为、有担当的干部职
工和热心群众，成为了“嘉黎小信
鸽”，他们以进取的姿态深入人民
群众之间，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索朗南加就是其中杰出的一
员。作为驻鸽群乡网格信息员，
索朗南加在开展网格服务管理的
同时，切实履行第一时间把广大
群众的诉求反映到党委政府，第
一 时 间 解 决 广 大 群 众 关 心 的 热
点、难点问题，第一时间把解决结
果反馈给广大群众，第一时间做
好广大群众服务的“四个第一时
间”工作职责。

“作为乡里的网格员和小信
鸽，我的一举一动都展现着政府
的形象，我要做的不仅是搜集和
掌握各类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
及时向各级党组织反映上报乡亲
们的困难问题，监督各级党组织

及时规范解决诉求困难，及时向
人民群众反馈问题解决进度。”索
朗南加说。

同索朗南加一样，目前，嘉黎
县共发展了“嘉黎小信鸽”信息员
536 人，成为了干部群众联系各级
党组织的桥梁纽带，为各级党组织
更好地方便群众、服务群众、帮助
群众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他们
通过走街串巷、走村入户等方式，
贴近群众、联系群众，及时向各级
党组织反映发现的困难问题，及时
向人民群众反馈问题的解决进度
和结果。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
笔杆记录民心，为群众排忧解难，
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无论是聚合各方力量的“三
湖之声”，亦或是深入人民群众的

“特邀调解员”、“嘉黎小信鸽”，都
是为了全面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
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的
积极性、主动性，形成高效畅通的
社情民意收集反馈和社会治理共
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从源头
上 化 解 影 响 社 会 稳 定 的 风 险 隐
患，以“小平安”积聚“大平安”，推
动建设西藏最高海拔长治久安和
高质量发展示范市。

日前，拉萨海关所属吉隆海关缉私分

局按照“法定节点+重点宣传点”的法治宣

传工作思路，联合日喀则市人民检察院在

日喀则市吉隆县萨勒乡开展“反走私法治

宣传进边境乡村”系列活动。

图为法治宣传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旦增旺姆 摄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20 日，拉萨综合
保税区完成首票业务，40 吨羊毛、20 吨羊绒围巾
经樟木口岸销往尼泊尔，实现了拉萨综合保税区
正式封关运行。

综合保税区是设立在内陆地区、具有保税港
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我国开放层次最
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拉萨综合保税区作为西藏首个
集“入区产业、配套产业、多式物流、用工资源”为
一体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填补了西藏没有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的空白。封关运行意味着拉萨综合
保税区符合海关监管要求，可以开展进出口通关
业务，标志着西藏在打通对外战略通道、深化外向
型经济发展上迈上新台阶。

据悉，2021 年，西藏自治区外贸进出口总值
40.16 亿 元 ，拉 萨 综 保 区 实 现 进 出 口 贸 易 额 达
10.21 亿元，占全区的 25.4%。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香香）记
者从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召
开的全市法院上半年审判执行工
作视频推进会上了解到，2022 年
上半年，拉萨市全市法院审判执行
工作稳中有进，取得积极成效。

上半年，全市法院紧紧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加
强执法办案。全市法院共受理各
类案件 18311件(旧存 4619件)，审
执 结 12637 件 ，综 合 结 案 率
69.01%;收、结案数同比增加 3995

件和 3213 件，分别上升 27.91%和
34.10%，结案率同比上升 3.18 个
百分点，审判执行工作稳中有进，
取得积极成效，各基层法院审判执
行工作也取得新进展。

会上，拉萨中院审管办就全市
法院上半年审判执行总体情况以
及一审服判息诉率、改判发回率、
司法公开、人民陪审员参审及卷宗
归档情况、长期未结案件等重点质
效指标进行通报;拉萨中院执行
局、立案庭分别就上半年全市法院
执行工作及一站式建设工作推进

情况进行通报;各县(区)法院负责
同志就本院上半年审判执行工作
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提出加
强和改进措施，明确目标要求。

拉萨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黄晓艳表示：全市法院要认清形
势，立足司法审判职能，自觉服务
国家大局需要，积极应对案件急剧
上升的现实压力，自觉增强审执工
作使命感责任感。要扬长补短，大
力推动繁简分流机制改革，强化小
额速裁程序应用，努力加快办案进
度 ，压 缩 办 案 周 期 ，提 高 办 案 效

率。要强化审级监督职能，完善审
判监督指导机制，推动审判执行工
作质量进一步提高。要压实工作
责任，拉萨中院各分管院领导和各
县(区)法院主要负责同志要把提高
审判执行质效作为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决定性意义的实际行动和改
进作风狠抓落实的具体表现，加强
谋划部署，完善工作举措，狠抓推
进落实，尽快对审执工作存在的问
题提出具体改进措施，为努力确保
圆满完成全年审判执行工作任务
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拉萨讯（记 者 王莉） 近 日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邀 请 湖 南 省 局 食 品 生 产 企 业 国 家 级 体 系
检 查 专 家 赴 藏 对 我 区 2 家 保 健 食 品 生 产 企 业

（西 藏 藏 草 宜 生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西 藏 屋 脊
之 宝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和 1 家 特 殊 医 学 用 途
配方食品生产企业（西藏多欣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开 展 体 系 检 查 。 拉 萨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拉 萨
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拉萨市达孜区市场监管局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作 为 检 查 员（观 察 员）全 程 参
与。

此次体系检查通过“连检带学”的方式开展，
不仅是对我区已经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保健食
品和特殊医学食品生产企业的全面“体检”，通过
系统全面检查，证实企业必备条件是否符合食品
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企业是否配备与保健食品
生产相适应的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生产经验及组
织能力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厂房设备布局和
工艺流程是否符合生产工艺和洁净级别的要求；
企业是否严格执行原辅料和包装材料的采购、验
收、存储、领用、退库以及保质期管理制度；企业生
产许可证是否载明许可范围、生产品种、产品注册
证书、备案证明与生产条件相适应；企业是否建立
完整的制度体系及其运行能力。

拉萨市全市法院上半年审执结案件1263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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