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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工作始终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海南实践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崔善红

时间的刻度，记录着
海南法院发展的历程：

1988年9月6日，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挂牌成
立；2019年9月26日，海
南第一、第二涉外民商事
法庭揭牌；2020年 12月
31日，全国第四家知识产
权法院——海南自由贸易
港知识产权法院揭牌办
公；2021年12月27日，海
口破产法庭挂牌成立……
不断完善的自贸港法院组
织体系，推动着海南法院
向“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和
国际水准的有影响力的法
院”目标迈进。

正义的捷报，彰显了
海南法院人执着的追求：

成功审结昌江黄鸿发
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法
院十大案例；依法裁定海
航破产重整案件，入选
2021年度全国法院十大
商事案件和2022中国法
治实施十大事件；依法审
结“都蜜5号”植物新品种
案，入选2022年中国法院
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及第三
批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典型案例……一个个典型
案例，道出的是海南法院以
执法办案贯彻落实习近平
法治思想，书写时代公平
正义的坚定决心。

斗转星移，风雨兼
程。一路走来，海南法院
机构设置在变，办公环境
在变，但一代代海南法院人
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初心
从未改变。2023年，全省
法院受理各类案件53.16
万件，审执结46.06万件，
法官人均结案420件。

2024年是新中国成
立75周年，海南正全面加
快建设自由贸易港。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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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
标，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
民司法，以高质量司法服务
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刊

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 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自贸港建设A

一种精神矢志不渝 |
以改革创新赋能审判工作现代化

C

因管理不善、严重亏损，海口国家高
新区某药企一度全面停产。一年之后，再
次走进这家药企，已是另一番景象：生产
车间里，自动化设备运转不停，一包包药
剂在生产线上自动流转，即将投入市场。

“海口破产法庭给了我们第二次生
命，公司经过破产重整，不仅恢复了生
产，员工工资收入也明显提高了。”该药
企负责人感慨不已。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关键所在。而办理破产，在完善市场
主体退出和拯救机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是体现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优化破产审判布局，依法保障管理
人履职的基础上，省高院从2018年开始
陆续出台多份政策文件，推动全省法院建
立“执转破”及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机制。

以海口中院受理的海南南北通互
联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为例，该
案系海南法院首例利用破产案件快速
审理机制程序审理的破产案件，从立案
到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仅耗时6个月左
右，实现了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和债务人
企业存续的双重效果。

司法助力危困企业重生、“僵尸企
业”出清，2023年全省法院审结破产和强
制清算案件375件，清理债务113.16亿
元，盘活资产72.6亿元，破产审判质效稳
步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重要任务。向“新”而行，省高院制
定《关于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提出
26条具体举措。

建院以来，自贸港知产法院坚持走

出去的发展理念，在全国首创“1个知
识产权法院+5个巡回办案点+11个重
点园区司法保护联系点”的司法服务保
障工作机制，积极主动为南繁育种、医
疗新科技、数字创意等重点企业发展，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基地、深海航
天、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重大功能平台
的推进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与此同时，自贸港知产法院加大对
重复侵权、故意侵权和规模侵权行为的
打击力度，积极运用惩罚性赔偿等救济
手段，显著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让

“真创新”受到“真保护”，“高质量”受到
“严保护”。

建立健全府院联动工作机制，是提升
政府治理能力和司法公信力的必做题。

在这方面，海南走得很实。
省高院与省政府联合出台《关于建

立府院联动机制的意见》，与省司法厅
等部门建立常态化会商制度，为实现行
政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2023年12月29日，三亚中院审理
的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六
家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作为全国首例
旅游业上市公司重整案，重整成功。

办案之初，摆在三亚中院面前的
是：负债规模超63亿元、存在违规资金
占用问题、退市风险警示仅剩半年时间
的严峻形势。

府院联动机制的作用开始凸显。
在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三亚中院得以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取得了最高人民
法院和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重整的支持，
遴选出实力雄厚、旅游产业经验丰富的
投资人，仅用21天便完成重整计划执

行，顺利终结重整程序。
在历经了半年的“生死渡劫”后，凯

撒同盛公司涅槃重生，业内人士指出，
“案件预重整与重整程序有效衔接，创
造了上市公司重整的奇迹！”

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发挥司法职
能作用，参与、助力社会综合治理的重
要途径。

房子，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法院在办理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中

发现，不动产抵押登记簿记载的担保范
围与当事人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不一
致，导致在诉讼中如何确定优先受偿的
范围，争议不断。省高院向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发出《关于完善不动产抵押登
记的司法建议书》。

得益于此，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及
时升级完善登记平台，规范抵押登记、
预告登记业务，让抵押者不再忧心。

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省二中院向
东方市教育局发出《关于预防校园性侵
害的司法建议书》，海口海事法院向省
农业农村厅发出《关于加强违法捕捞和
违法使用禁用渔具治理工作的司法建
议书》，自贸港知产法院向省市场监管
局发出《关于加强监管企业住所地登记
不规范问题的司法建议书》……这些都
得到了有效反馈，解决了老百姓的急难
愁盼问题，堵塞了社会治理漏洞。

司法建议“小良方”，写好社会治理
“大文章”。2023年，海南法院共发出司
法建议181件，是前5年发出司法建议
数量的总和。2024年上半年，全省法院
共发出司法建议114件，反馈96件，反
馈率84.21%，同比提高9.98个百分点。

位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
心，成立至今不足4个月，但已然成为
当事人心目中的“优选项”。

这个近1500平方米的服务场所，
搭配线上信息化工作平台，可为中外
商事主体解决境内外商事纠纷提供优
质、高效的“一站式”服务。截至今年
8月，该中心共接受委托调解涉外民
商事案件996件。

以前，遇到涉外纠纷，当事人喜
欢出岛找“路子”；现在，为了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人们愿意漂洋过海来到
海南。

这一“进”一“出”的微妙变化，是
当事人用脚投票的结果：海南，正成为
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新的优选地。

变化，源于海南法院的一场自我
创新。

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
外企业加速涌入海南，涉外商事纠纷
呈现增长态势。

为适应自贸港建设需要，2019年
9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海南省在
全国率先设立省级跨区域集中审理
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专门法庭。

在办案实践中，海南涉外民商事
法庭创新国际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
裁“三位一体”多元化解机制，即在法
院主导下，将诉讼、调解、仲裁三种争
议解决方式无缝对接，极大地便利外
商、港澳台投资者纠纷解决。

更大的创新，还在于不断探索支
持商事调解的路径，以司法强制力为
商事调解背书。

香港居民黄某因与符某借款合同
纠纷向海南第一涉外民商事法庭递交
起诉材料。通过国际商事纠纷“三位
一体”多元化解机制，案件管理办公室
于立案前将该案委派海口国际商事调
解中心诉前调解。经调解，黄某与符
某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生效后，
双方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
确认。

从委派调解到调解成功，再到完
成司法确认，当事人历时不到1个半
月，实现纠纷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
的高效对接。这也是海南自贸港做出
的首例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调解协议司
法确认。

国际商事纠纷“三位一体”多元化
解机制，也作为海南省唯一入选案例，
荣获国务院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第二批“最佳实践案例”。

改革创新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金钥匙，也是海南法院人与生俱来的
基因。

全域布局开展环境资源巡回审
判，下沉环境资源审判力量，形成海南
法院“1571”环境资源审判布局，有力
震慑了各类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集中集约执
行既优化了审判资源，又提高了执行
效率；

积极推进海事审判“三合一”改
革，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严格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

……
今年8月5日，海南法院改革创

新再添新成果：由海南法院推荐的
“法官定向驻点共建法治服务中心”
入选新一批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
成创新案例。

至此，海南法院系统入选海南自
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案例达到12
个。中央改革办督察组赴海南调研
后，评价海南法院的许多改革做法走
在全国前列，与自贸港建设同步。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
革创新者胜”，海南法院将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八
届五次全会精神，全力以赴抓落实、促
改革，以改革精神推进海南法院审判
工作现代化，更好服务保障中国式现
代化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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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龙昆南路，省高院诉讼服务

中心二楼，即海南法院12368诉讼服务
热线所在地。

8月5日9点23分，一通焦急来电
响起——

“儿子不按时给赡养费，我向法院
提交执行立案申请，但还没有答复。”电
话里，当事人吴某元不知如何是好。

电话这头，接电坐席员安抚好老人
的情绪，马上将情况反映给三亚城郊法
院核实处理。

8月7日10点19分，12368热线再
次接到了老人来电，“儿子给我打钱了，
问题解决了，12368太高效了！”

一条“暖心线”，一座“连心桥”。海
南法院12368诉讼服务热线2020年5
月开通，初衷就是为了更好解决群众司
法诉求。

2023年，海南法院12368诉讼服
务热线进一步扩容增量，升级为“一号
通办”群众各类诉求的“总客服”。截至
目前，12368热线累计接收办理各类群
众诉求15万余个，95%的诉求实现一
次性办理到位。

“群众有所呼，法院实时应”。人民
司法自诞生之日起，便将“人民”二字深
深融入血脉灵魂，历经峥嵘岁月，依然
历久弥新。

牢记初心使命，海南法院始终站稳
人民立场，践行“如我在诉”理念，直面
老百姓的揪心事、烦心事，站在当事人
的角度思考问题，主动担当顺民意、解
民忧。

案件长期不结，当事人合法权益迟
迟不能兑现，怎么办？

“清！”——针对部分法院长期未结
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问题，省高院把今
年确定为“审判管理强化年”，在全省法
院范围内开展长期未结案件清理专项
行动。

对症下药、动真碰硬，在全省法院
共同努力下，截至9月18日，海南已清
理1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1337件，较
清理初期下降67.56%。

立案难、立案慢，群众有吐槽，怎
么办？

“治！”——省高院一纸令下，对全
省法院超期立案、拖延立案等问题进行

专项清理整治。
闻令而动，各级法院严格落实立案

登记制工作要求，做细做实立案释明工
作及材料补充一次性告知工作，减少当
事人的诉讼成本。截至今年 5月 31
日，全省法院二审网上立案在线申请案
件量共计1533件，立案周期平均时长
3.69天，同比缩短了0.3天。

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是人民法
院的重要职责之一。全省法院建立了
一支390人的以法官为主体的法治副
校长队伍，走进校园为青少年学生讲授
法律知识；85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
基地集中统一揭牌，让中小学生“沉浸
式”学法；创新推出“女生悄悄话”“四点
半课堂”“护苗驿站”等特色法治教育品
牌，受到青少年欢迎。

“如我在诉”不是口号，做实很难，
但再难也要做。诉求回应更及时，积
案少了一点，立案更快一些……海南
法院扎实推进一项项司法“惠民有感”
工程，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
获得感，正是对“如我在诉”理念的最
好践行。

一种初心坚定不移 | 以“如我在诉”情怀做实“惠民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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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级人民法院篇

海南省高院诉讼服务中心。 黄叶华 摄

省二中院法官到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鹦哥岭片区巡回开庭。 黄叶华 摄

自贸港知产法院法官在果园调研。
黄叶华 摄

省高院法治副校长
进校园开展普法宣传活
动。 黄叶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