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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施办法》，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构建市人

民政府与市人民法院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从源

头上预防、化解行政争议，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积极打造

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新格局。

二、主要任务

（一）注重源头预防。

1.市人民政府在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出重大行政决策、

进行重大利益调整过程中，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邀请市人民法院参

与论证，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市人民

法院加强对行政审判工作运行态势、行政争议特点规律、行政执

法共性问题、行政机关败诉原因的分析研判，定期通报反馈政府，

共同研究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

发生。

2.市人民法院定期对行政诉讼案件高发领域、矛盾问题突出

领域进行排查梳理，充分运用司法建议、行政审判白皮书等形式，

及时对行政执法中的普遍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提出预警及治

理建议。

3.市人民法院通过巡回审判、庭审公开、典型案例发布等形

式，宣讲行政法律知识，增强群众法治观念和规矩意识，引导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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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二）突出前端化解。

4.市人民法院收到行政诉讼状后，在立案登记前安排专人负

责向市人民政府及时报送。市人民政府认为案件适合通过和解方

式处理且当事人自愿通过和解方式处理行政争议的，可由市人民

政府指导有关部门依法组织调解。

5.市人民法院对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补偿、生态环境保

护、重大群体利益、重大项目实施等影响面广、关注度高的案件，

及时与涉诉行政机关协调沟通，做好释法说理、诉前疏导等工作。

6.市人民法院对诉前调解或其他非诉讼机制解决争议的案

件，根据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工作的需要，做好以下指导、协调工

作：

（1）指导相关行政机关和人员充分了解行政争议形成的背

景；

（2）指导相关行政机关和人员正确确定争议当事人、争议

行政行为以及争议焦点，促使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配合调解工

作；

（3）指导相关行政机关和人员在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进

行初步判断的前提下，促进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

（4）引导当事人自动、及时履行调解协议；

（5）其他有助于实质化解纠纷，且不违反人民法院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相关规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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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工作衔接。

7.诉前调解或其他非诉讼机制解决争议过程中，证据可能灭

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行政机关申请保全证据的，市人民法院应

当依法裁定予以证据保全。但该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

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保全必要的，市人民法院裁定不予

保全。

8.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依法出庭参加诉讼，并在庭审中

就个案行政争议产生的原因以及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措施发表

意见，确保“出庭又出声”。行政机关履行判决、负责人出庭应

诉、司法建议反馈、行政案件万人成讼率、行政争议多元化解等

指标纳入全市法治建设考核体系。市人民政府定期通报相关情

况，约谈工作不到位的行政机关。

9.有执法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定期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市人民

法院庭审旁听活动；对于重大典型的行政诉讼案件，市人民法院

可以通知相关行政机关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庭审旁听。

10.市人民法院依托审理的行政案件和就地巡回审判，加强

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业务的指导，提高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

性，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和自觉性；有效利用司法建议，

帮助行政机关纠正已作出的不合法、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

11.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法规审查科与市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负责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府院联动工作机制的日常工作，及时掌握

行政争议的动向和趋势，协商推进相关工作，重大事项按程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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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武部。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委，市法院，

市检察院。

天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8月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