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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顺：提高司法部门舆论引导能力
要敢于担当，敢于负责，公正执法，处理好社会舆论和公正执法两者的关系

建言

池强：刑事被害人救助应立法
明确规定资金来源、资金管理、救助对象、救助标准等事项

【法院】

慕平：司法改革出文件更要“落实”
刑诉法修正案实施前应就如何实施做出细则和具体部署

昨日，北京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两院”报告，北京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市委政法委书记王安顺发言。 本报记者 吴江 摄

【检察院】

相关新闻

刘希泉案进入审判阶段
本报讯 朝阳区原副

区长刘希泉涉贿案目前有
新进展。昨日，全国人大代
表、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慕
平表示，此案已经起诉，进

入法院审判阶段。
据媒体报道，去年5月，

刘希泉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后，这位主管农业的副区长

“先后被刑事拘留和批准逮

捕”。刘希泉的主要问题之
一，是涉嫌将2亿元的资金挪
用至设于农委的账外小金库，
这笔钱其中一部分本应为金
盏乡收储的拆迁补偿款。

建议法院、检察
院就法官和检察官队
伍设立专业的职级序
列，工资待遇和这个
挂钩。从管理学角度
讲，最有效的激励是
要让人知道自己发展
的路径和下一步进步
的台阶在哪儿。按照
现在这种框架，如果
在基层法院，再怎么
努力也不行。我觉得
应该通过这样的制度
设计，让最好的法官
留在基层，不管法院
是部级还是科级，应
该一样有高级别的法
官、检察官。

——全国人大
代表、中科院党组副
书记方新

从北京现在的实
际情况看，大学毕业
生分配到法院、检察
院以后，或是考上公
务员之后工作了几
年，基本上选择了待
遇比较好的律师事务
所。为什么？有住
房、待遇等问题，社会
的诱惑力也比较大。
从提高整个法院和检
察院工作质量和水平
来讲，这些人流失了
以后还是比较可惜
的。这些人的比例并
不是太大，但是这也
说明我们要用感情、
事业留人。

——北京市委副
书记、市政协主席、市
委政法委书记王安顺

本报讯 昨日下午，全
国人大北京团举行全体会议
审议“两高”报告，全国人大
代表、北京市委副书记、市政
协主席、市委政法委书记王
安顺表示，“两高”应该对各
级法院、检察院在应对舆论
方面加强引导和指导，以有
效回应社会关切。

完善信息公开、新
闻发布公开等制度

前日，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王胜俊向十一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表
示，要更加重视新闻舆论监
督，更加关注网上舆情，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

王安顺在昨日的发言中
表示，随着广大群众民主法
制意识的增强和社会信息化
不断加深，执法环境出现了
深刻的变化。一些司法个案
动辄成为舆论关注和炒作的
热点。在这样的条件下，提
高司法部门的舆论引导能力
显得尤为迫切。

王安顺认为，“两高”应
进一步加强对各级法院、检

察院舆论引导和应对工作的
培训指导，完善信息公开、新
闻发布公开等政策制度，加
强与宣传、通信管理等职能
部门的沟通协作，以有效回
应社会关切、提高引导社会
舆论的能力。

王安顺补充说，政府各
个部门都会遇到在现代信息
化条件下、开放的社会环境
下，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对
我们提出的挑战，希望能够
在应对舆论方面加强引导和
指导。与此同时也要敢于担
当、敢于负责、公正执法，不

为社会舆论和环境所左右。
“特别是在审判一些案子

时，大家都有深切感受，社会舆
论、方方面面对司法机关增加
了很多的压力。”王安顺说，但
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还
是要公正执法，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根据，来处理好社会
舆论和公正执法两者的关系。

加大干警职业保障
机制建设推动力度

随后的发言，王安顺还
提到希望“两高”加大对政法

干警职业保障机制建设的推
动力度。据其介绍，这些年
法、检两个系统招录的应届
毕业生较多，同时基层单位
流失的法官、检察官也不少，
分析起来既有个人方面的原
因，也有工作压力大、职业保
障不力、职业荣誉感不强等
因素的作用。

王安顺说，全国政法工
作会议上提出，要落实和完
善有别于一般公务员的政法
干警职数比例和职务序列，
提高基层政法干警的工资、
津贴。希望“两高”从中央层

面加大推动力度，尽早在职
数比例和职务序列问题上有
大的突破，让最基层干警的
发展有空间、待遇有盼头，真
正后顾无忧，努力把更多有
经验、有水平的干警稳定在
基层一线。

“看到法院的干警参加
工作几年以后，还在地下室
挤 着 ，只 有 几 平 方 米 的 房
子。作为一个法官来讲，确
实有生活上的尊严问题。”王
安顺表示，建议从中央层面
来推动，“这不是哪个省市能
够解决的”。

本报讯 昨日，全国人
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长池强
表示，应进一步完善刑事案件
被害人救助机制，建议立法来
保证刑事被害人的救助。

救助数额与被害
人需求差距较大

池强表示，目前救济程序
的启动不规范，不是所有刑事
被害人都救助，需要法院来判
定救助谁不太合适。此外，在
救助资金的来源上，国家并没
有专门建立司法救助资金，在
救助的数额上也缺乏相对明
确的标准，也是由法院来定，

“总的来讲救助数额普遍偏
低，与被害人的需求相比差距
也比较大，最后难以实现司法
救助的目的。”

池强建议立法机关专门
立法保证刑事被害人的救
助，将刑事被害人的救助纳
入法律规定，明确规定资金
来源、资金管理、救助对象、
救助标准、救助程序等事项。

应完善民事案件
立案审查程序

池强还提出应完善民事
案件的立案审查程序。他说，
民事案件立案现在用的还是
20年前民诉法关于立案的条
件，立案时只审查原告提供的
书面材料，不与被告见面。所
以在立案后，有些案件发现是
假案，或是找不到当事人，或
是把矛盾激化了。此外，民事
诉讼法规定当事人起诉后，法
院应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七天不够，一些鉴定、查询都
做不了。”池强说，法院审判质
量的提高，源头在立案，立案
解决不好，可能带来一些在
法院根本解决不了的矛盾。
诉讼不是解决矛盾的惟一渠
道，现在立案阶段矛盾分流
化功能亟待加强。

“纠纷在初始阶段最容易
被化解，所以在所有法院，人
数最多的就是涉诉信访这
块。”池强说，案子一来，马上
看什么问题，通知被告是什么
问题。去年在立案诉讼服务、
立案审查阶段化解了5.8万件
案子。这些化解的案子没有
一起再起诉的，“发挥审判职
能从立案开始，所以我建议加
强立案的审查功能。”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汤旸

本报讯 昨日，全国人
大代表、北京市检察院检察
长慕平表示，应进一步加快
对司法改革和各项任务落
实的协调工作。司法改革
中央各部门牵头的任务都
已经基本完成，也出台了一

些文件，但这些文件的落实
还要最高检协调有关司法
机关继续协调和推进，文件
制订固然重要，落实还要继
续抓下去。

慕平称，刑诉法修正案
的专业性很强，涉及检察机

关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所
以希望在刑诉法正式实施
之前，应该组织全国检察机
关学习，培训和调研，就如
何实施做出细则和具体部
署，这样才能保证刑诉法在
全国的统一贯彻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