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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凤翼山，不知绿满
园。”当你晨练或傍晚散步时，
沿着 396 级登山台阶走上凤翼
山生态园，漫步在曲径通幽的
林间小道，你就会感到那里空
气清新、绿树成荫、景色宜人，
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
这是近日记者在豫西山区洛宁
县见到的情景。

凤翼山位于该县县城北
侧，因其山势形状如凤凰展
翅，故名凤翼山。凤翼山原本
是一片荒山野岭，为改善生态
环境，经过近年来的建设，该
县完善了步行上山的景观道
路和山顶广场。如今的凤翼
山已成为一座生态园总面积
2500 余亩的森林公园，有雪
松、碧桃、樱花、桂花等 10 多
个园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
健身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李峰 文/图

丰收 光影吟 摄

吸引 范力 摄

洛宁凤翼山
今日绿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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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治理凤翼山

摄影爱好者的好去处

十大看点告诉您如何让“民告官”更畅通

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
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对这部和百姓息息相关的“民
告官”法做出了重要修改。

【修改】将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
制竞争的，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的，没有依法支付
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等行政行
为纳入了受案范围。

【点评】经过20多年的实践，对公民权利的保
护已经不仅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权利范围在
单行法中不断扩大。“这是这部法在制度建设上的
一个进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认为，扩大
受案范围是总体趋势，进一步明确列举可诉具体
行政行为的情形，可以避免法院借口法律没有明
确规定而不予受理。

【修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
院受理行政案件。

【点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龙非认
为，虽然这是一个宣示性的条款，但把这个要求写进来，体
现了在行政诉讼中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这是四
中全会精神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和具体化。

“当然，要让这一规定得到真正的落实，我们期待下一
步还会有更具体的制度来配套完善，使之具体化。”龙非说。

【修改】起诉应当向法院递交起诉状，书写起诉状确有
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

【点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认为，这一规定方便
了当事人行使诉权。“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更希望采
用口头方式起诉。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操作性较强。但不论
是口头还是书面，起诉都要符合条件，如有明确被告、基本
事实等。”沈岿说。

【修改】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规定的起诉条件
的，应当登记立案。不能当场判定的，应接收起诉状，出具
书面凭证，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点评】“这样做减少了对原告起诉的阻碍。”龙非说，以
前立案很大程度上是实体审查，以后法院立案主要是对原
告的起诉是否符合形式要件要求进行判断。新规定同时要
求法院要对当事人不清楚的地方进行解释，给予指导。虽
然会给法院增加工作量，但这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一种保护。

【修改】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做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点评】“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延长了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作为原告的起诉期限，由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当中
的三个月延长到了六个月，并且对一些特殊情况，都作了
比较明确的规定。这样就可以给原告更多的时间来提起
诉讼。”王敬波说。

【修改】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
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点评】“修改后的法律把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
应诉，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也是特别强调，老百姓
告官要见官。”王敬波说，虽然由谁到法院去应诉，并不是
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但是通过这种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的方式，一方面可以缓解官民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案
件的解决。

【修改】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
管辖行政案件。

【点评】龙非说，行政审判面临的症结性问题就是行
政的干预。一些基层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和行政机
关，导致一些案子不能判、不好判、不敢判。这次修改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法院的“地方化”问题对公正审判造
成的影响，从体制层面给行政审判注入了一剂十分有效
的“强心针”。

【修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增
加规定“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点评】“这一规定对于促进执行还是比较有力度的，
虽然有‘社会影响恶劣’的限制，实践中可能会慎重使用
这个手段，但是拘留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王敬波说。

【修改】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
为的，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
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点评】实践中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维持原行政
行为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行政复议制度未能很好发挥
作用。“这一修改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行政复议因许多地
方和部门复议机关做‘维持会’而导致复议公信力严重下
降的现实困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

【修改】修改后的法律在立法目的中增加“解决行政
争议”的表述。

【点评】“行政诉讼本来有三大功能：监督行政机关依
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解决行政争议，即监
督、救济、解纷。”姜明安指出，过去仅注重行政诉讼的监
督和救济功能，而忽视了它的解纷功能。

“把解决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目的是对行政诉讼性质、
功能正确认识的结果，为扩大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
提供了立法目的依据。”姜明安说。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行政诉讼法25年后完成首次大修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闭幕。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国
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 15 号主席令
予以公布。行政诉讼法自 1989 年
制定后，25 年来做出首次修改，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
的决定将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反间谍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
日的决定和关于民法通则第九十九
条第一款、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
释，决定将 12 月 4 日设立为国家宪
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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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的登山大道

这里如今已成百姓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