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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立案，是“让数据多跑路、当
事人少跑腿”的司法实践，是人民法院
坚持司法为民、创新诉讼服务方式的
重要举措。

为解决二审立案周期过长、流程
不透明、存在“隐形审理周期”等难点
痛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自2022年1
月1日起分两批在全国16个试点地区
开展民事、行政二审案件网上立案试
点工作以来，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在线立案让数据“多跑路”】
打开手机，搜索“人民法院在线服

务”小程序，根据“一步一导引”的页面
提示提交相关案件信息材料，等待查
看审核结果……如今，当事人只需在
手机上“动动手”，几分钟内就可以在
线完成二审网上立案申请。

流程简便化、立案线上化、卷宗电
子化……不断扩大的民事、行政二审
网上立案试点工作灵活利用司法大数
据，助力提升当事人的司法获得感和
满意度。相较之前当事人采用线下方
式提出申请，民事、行政二审网上立案
试点改革增加了当事人通过“人民法
院在线服务”等网上诉讼平台直接向
第二审人民法院在线提出上诉申请、
提交上诉材料的渠道，由二审法院直
接完成线上立案审查、上诉状副本送
达等工作，不再转交原审法院。实现
二审立案全流程在线办理，最大程度
缩短流转时间，大大减轻当事人的时
间、经济成本。

截至2023年8月31日，16个试点
地区共收到民事、行政二审网上立案

申请132382件，立案周期平均时长较
试点前缩短四分之三以上，最快可以
实现当日申请、当日立案。

【高效流转缩短立案周期】
走进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诉

讼服务大厅，4台专供当事人进行二
审网上立案申请的电脑前，两名诉讼
服务人员正为来院咨询的市民演示办
理流程。
“在试点开始之初，法院就第一

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对二审网上立
案的方式、途径和操作方法进行了有
效宣传，同时用电话等方式通知了辖
区内的律所，以点带面快速推广二审
网上立案在当事人端的应用。”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吕
洪宁介绍。
“二审网上立案从线下进入线

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立案周期缩
短。”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庭法官助理邱司川说，此前，从当事
人上诉到立案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
时间，二审网上立案试点之后，这一
时间大大缩短。目前，上诉期自动计
算、电子卷宗查阅、法官提醒和预立
案等系统功能得到改进，二审网上立
案效率大大提高。
“我们将持续完善二审案件网上

立案工作，不断提高诉讼服务质效，推
动为民办实事常态化、长效化，让人民
群众充分感受到司法的‘速度’与‘温
度’。”吕洪宁说。

【全流程在线提升司法“质感”】
拿出手机，在“人民法院在线服

务”小程序上传所需材料……不到几
分钟，山东广桥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彬
就完成了代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的上诉。
“用手机提交材料大大节省了

成本，二审立案越来越方便了。”邱
彬说，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天便
通过了审核，两天后她就收到了立
案通知。
“以往二审立案，当事人线下向一

审法院提交，再向中院移送纸质卷
宗。这种方式节点多、流转慢、耗时
长。”青岛中院民事二审立案团队负责
人袁宏英说，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青岛
中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二审立案周期平
均缩短了40天以上。目前，山东省高
院和全省的十六个市中院已经推开了
二审网上立案试点。

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司法需
求日益多元，司法案件数量不断增多，
基层法院“案多人少”问题日渐突出。

泰安中院借开展试点工作，制
定了二审立案工作流程和责任清
单，保障各环节衔接顺畅，为减轻人
民群众诉累、减轻基层法官负担提
供了新思路。
“上诉卷宗流转中的审核、送达

等工作，过去需要基层法院专人办
理，耗时费力且效率较低。现在基层
法官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解决纠
纷、办理案件上，用科技手段提升立
案工作效率，减轻了基层法官办案压
力。”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负责人李冉说。

新华社记者 齐琪 白佳丽 杨文

（新华社电）

人民法院民事、行政二审网上立案试点成效显现

让数据多跑路 当事人少跑腿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记者胡璐）

记者6日从中国林科院了解到，通过建立
生态本底数据集、提出自然资源优化配置
方案，中国林科院努力为科尔沁沙地全域
治理提供有效科技支撑。

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荒漠化研究
所研究员卢琦说，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
地歼灭战，是新时代“三北”工程三大标志
性战役之一。为了推动科尔沁沙地科学治
理，2019年12月，中国工程院联合中国林
科院启动了科尔沁沙地全域治理战略研究
项目，目前已取得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
成果。

他介绍说，项目开展了科尔沁沙地全
域水、土、气、植被、地质地貌等基础生态本
底调查，建立全域生态本底数据集，为“三
北”工程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提供了重要的
生态本底资料。通过建立模型，对比现状
与理论上的最优植被空间布局，从农业水
土资源提质增效、植被水资源承载力科学
研判、加强生态设施建设、推进自然保护地
和防护林体系管理养护等多方面提出基于
水资源承载力的林草植被和农业生产优化
配置方案。

专家表示，这一项目成果不仅将为科
尔沁沙地科学治理提供路径指南，也将为
未来“三北”工程谋划和实施提供坚实的科
技支撑。

中国林科院提出多项举措

为科尔沁沙地全域
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记者日前从中国工商银行获悉，长
期以来，该行聚焦农业生产、农产品销
售、农村消费等领域，为“三农”客户提供
综合金融服务。截至8月末，工行涉农
贷款余额近4万亿元，持续加力服务农
业强国建设。

为支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不少银行积极探索相关信贷产品。工商银
行相关人士介绍，依托各地政银合作机制，
该行面向粮食生产领域农户、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等经营
主体推出了“粮食种植贷”，可在各类粮食
作物种植生产环节提供信用类贷款，满足
农业生产经营相关支出。

据介绍，工行各地分行因地制宜推出
了“农耕贷”“菜篮子贷”“金种贷”等特色融
资产品，为粮食供给、种业振兴等重点领域
客群提供精准适配的信贷支持。截至
2023年8月末，工行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
额突破1400亿元。

为更好地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工商银行还
与农业农村部联合开展“兴农撮合”活
动，优选粮油、蔬果、茶叶、水产等特色农
产品，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专题产销对
接活动。

据介绍，截至8月末，工行累计举办
“兴农撮合”活动200余场，服务农业经营
主体超25万家，促成各类合作意向近2万
项，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提供意向性
授信超1600亿元。

此外，工行不断为“三农”客户提升银
行卡服务，推出费用减免、特色存款及理财
产品等特色服务。截至8月末，工行已为
农村地区发放“乡村振兴主题卡”超4500
万张，为活跃农村市场、促进城乡消费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障支撑。

新华社记者 吴雨（新华社电）

8月末工行涉农
贷款余额近4万亿元

这是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区码头（无人机照片）。

今年以来，广西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呈现明显的增长势头，码头一派繁忙景

象。据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北部湾港

货物吞吐量突破2亿吨，同比增长11.35%。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港口货运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