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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队伍 助改革
思明区法院的改革创新之

路硕果累累。而这，离不开其强

大的人才队伍支撑。

这是一支敢担当的队伍。今

年以来，思明区法院扎实开展党

纪学习教育，持续巩固主题教育

成果，深入开展“快字当头提效

率、机关带头转作风”专项行动以

及“审判质效提升年”专项活动

等，全面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的

责任感、使命感。常态化干部队

伍培训、干警职工考核、轮岗交流

等更是为队伍锤炼过硬本领、提

升履职能力提供了保障。

这是一支爱钻研的队伍。

近年来，思明区法院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推动案件体量大、类型

新等“优势”转化为调研人才、调

研成果不断涌现的“胜势”。这

其中，调研指导机制、联合协作

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不断完善，

为高品质的调研成果提供保

障。与此同时，思明区法院深度

挖掘调研中有参考价值的成果

和可行性建议，鼓励干警转化调

研成果，实现案例编报、学术论

文全面开花。截至目前，思明区

法院调研总分在全省基层法院

获七连冠，并连续四年位列全省

中、基层法院榜首；两次荣膺全

国法院学术讨论会“组织工作先

进奖”，连续两年有论文获全国

法院学术讨论会一等奖等荣誉。

晨报记者陈佩珊 通讯员郑怡婷

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中国法院

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柄特殊的法槌。

它来自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编

号“001”，被称为“人民法院庭审第

一槌”。这一槌，是我国司法改革进

程中一道独特印记，更是一代代思

明区法院人内烙于心、外化于行的

改革创新之举。在这里，每一次创

新都彰显着司法为民的温度，每一

次改革都是坚持公正司法的探索。

“3.8万之争”背后的
“涉税案件集中管辖”试点工作

2024年4月，一劳动争议案件

原告李先生（化名）收到了思明区法

院发出的一份特殊判决书——思明

区法院首份附纳税提示的民事判

决书。

该提示的诞生源自李先生案件

中的“3.8万之争”。李先生是某科

技公司总监，因不满公司单方面解

除劳动合同，遂将公司诉至思明区

法院。思明区法院审理判决公司向

李先生支付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赔偿金等共计45万余元。判

决生效后，公司支付了李先生税后

薪金41.6万余元。

少的3.8万元去哪儿了？公司

解释，3.8万元是公司作为代扣代缴

义务人替李先生缴纳了税款，并提

交了缴纳佐证材料，公司已经履行

完毕判决义务。但李先生坚持认

为，公司应该按照判决书上的45万

余元全额支付给他，遂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思明区法院经审查认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应当缴

纳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中，

所得人是纳税人，支付所得的单位

是扣缴义务人。

“3.8万之争”引发了思明区法

院法官的思考。思明区法院邀请了

厦门市税务局的业务专家和厦门大

学的专家教授共同探讨。于是，首

份“附纳税提示”的民事判决书应运

而生。这纸判决是思明区法院启动

“涉税案件集中管辖”试点工作以来

的又一创新举措。

此前，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厦门市委政法

委同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思

明区法院开展试点，管辖全市应当

由基层法院审理的刑事、民事、行政

涉税案件，并由思明区人民检察院

集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2023年

11月28日，挂牌成立“涉税案件合

议庭”，探索“三审合一”跨域归口管

理涉税司法案件。

这些都只是开始，一系列改革、

完善举措陆续展开。针对新业态涉

税问题，厦门市中院指导思明区法

院“涉税案件合议庭”组织专家论证

会，就网络主播平台及主播的新业

态税收争议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研讨

论证；出台《厦门税费共治保障办

法》，提升税务执法与司法工作衔接

的规范性和精准性。为了进一步解

决公平公正裁决的专业性，厦门市

中院在思明区法院建立起联席会议

制度，定期召开法院、检察院、公安、

司法、税务五方联席会；通过法官协

会组织“四方论坛”研讨司法实践问

题，促进各方对涉税违法行为与犯

罪行为的标准形成共同认知。

一场巡回审判背后的
新时代“枫桥经验”

日前，思明区法院在观音山商

务区劳动争议巡回办案点开展巡

回审判，公开开庭审理厦门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与王某劳动争议一

案。庭审后，经法庭组织调解，原

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即时履

行完毕。

把法庭搬进园区，让矛盾就地

化解，这是思明区法院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缩影。2022

年11月，为促进劳资纠纷源头“一

站式”化解、打造劳动争议“一体化”

法律服务，思明区法院与总工会、人

社局、司法局、管委会、工商联共同

建立观音山商务区“园区枫桥”机

制，成立劳动争议调裁诉对接协调

委员会，实现了劳动纠纷联防共化、

多元解纷。之后，思明区法院滨海

法庭在观音山商务区“园区枫桥”服

务站设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通过

案例宣传、庭审观摩、普法讲座、指

导调解等多种形式，促进企业规范、

和谐用工。

思明区法院推进市诉非联动平

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全在线平

台深度应用，实现矛盾纠纷受理、流

转、调处环节全流程“云上”调处，在

线解纷时长同比缩短10.38天；设立

线上调解指导室，打造“特邀调解员

约诊、专家法官会诊、部门联动集

诊”的三诊共治模式，近三年开展远

程调解指导、线上司法确认、部门研

判会商等3200余次。

为了让当事人打官司“赢得清

清楚楚，输得明明白白”，力促纠纷

一次性实质解决，思明区法院成立

了诉讼衍生案件协同治理中心。该

中心锚定“一审判后”这一关键节

点，邀请资深律师、专业学者等法律

专家，为想上诉但缺乏法律资源的

当事人无偿提供判后释法答疑、诉

讼利益评估等服务，强化辨法析理

和判后答疑，预防程序空转和案件

衍生，节约司法资源。

一系列便民举措背后的
法院司法服务升级

2014年起，思明区法院携手思

明区城市义工协会率先在全国打造

法庭公益志愿服务项目。据统计，

10年来，义工累计服务时长达10.8

万个小时，服务3.6万人次，被人民

日报誉为“让司法带上温度”的

队伍。

在思明区法院，类似的便民服

务随处可见。仅立案庭就汇聚了不

少暖心举措。近年来，立案庭为提

升诉讼体验，推出诉讼便民利民“十

大举措”，将立案、送达、缴费等15

项事务集约至窗口办理；年均为当

事人提供立案审查、户籍信息查询

等各类诉讼服务近10万次。在这

里，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都有

专属的绿色通道；针对骑手、农民工

等讨薪的劳动争议平均调解时长仅

需3小时。在市民看不见的窗口后

面，立案庭更有一系列动作——编

写《立案流程操作指引》和《立案审

查工作要点》，规范收件流程，明确

当日收件审查，两日内流转至业务

庭时限要求；召开团队培训会等，提

升窗口人员立案、沟通技能；强化复

杂疑难、四类案件审查力度，建立

“窗口初审-团队长复审-院庭长监

督管理”三层把关机制；强化立案条

线沟通和跨部门协作。去年，立案

庭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巾帼文明

岗”荣誉称号，系全市法院唯一入选

集体。

访客入院高峰期，增派安检人

员，新增储物柜；创作国风说唱《您

好，请安检》引导当事人快速、顺利

通过安检……聚焦群众需求，在小

事上下功夫，于细微处精服务。在

思明区法院，改革就在细节上，服务

升级一直在路上。

相关链接

▲思明区法院立案庭便民服务

不断升级，提升当事人诉讼体验。

◀全国首个涉税案件“三审合

一”集中管辖专门合议庭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