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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1、强化刑事审判职能
审结一审刑事案件6.2万件，判处罪犯9万人。

审结杀人、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案件8688件。

审结黑恶案件291件，黑恶财产执行到位14亿元。

审结P2P、电信网络诈骗等案件 748件，涉及金额

2274亿元。

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585件，判处罪

犯685人。

2、强化民商事审判职能
审结涉企纠纷33.6万件。

审结破产案件3282件，化解金融不良债权1255亿

元，盘活土地资源33万亩、厂房817万平方米。

加强涉外司法，审结涉外海商事纠纷3099件。

3、强化知识产权审判职能
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2万件，推行知识产权侵权

人“黑名单”制度，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判决赔偿总

额10.2亿元。

加大对侵犯商业秘密等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对11

人作出有罪判决，同比上升57.1%，实刑率72.7%。

4、强化互联网司法职能
加强数据权利保护，审结涉数字经济案件6796件。

妥善审理“人脸识别第一案”“大数据杀熟案”“网络平

台算法权力司法审查案”“网络爬虫数据案”等典型案件。

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保障平台经济充分

竞争、公平竞争。

加强对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

业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5、强化行政审判职能
审结一审行政案件1.5万件。全省县级行政争议调解

中心全部入驻当地矛调中心，协调化解39.2%的行政争

议，连续三年领跑全国，全省法院一审行政收案较2019年

下降20.9%。

行政机关负责人一审出庭应诉率同比上升2.4个百分

点，行政机关败诉率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有力推动法治

中国示范区建设。

二、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1、加强司法质量建设
建立“四类案件”数字监管平台，累计纳入平台监管

25354件，发送监督意见13687条，发送进展报告12340条。

连续四年集中开展司法质量监督大检查，累计评查案

件5.6万余件，问责1700余人，全省法院一审判决案件改

判发回瑕疵率降至0.18%。

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依法宣告5名公诉案件被

告人和19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

统筹推进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深入推进民事诉讼程序

繁简分流改革，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全省法院一审

服判息诉率91.4%，同期结案率99.4%。

2、强化民生权益保护力度
全面施行民法典，审结一审民事案件65.8万件。

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民生司法保障，去年12月

我省多点疫情暴发后，当月全省法院网上立案5.7万次、调

解7.4万次、证据交换5.3万次。

深化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审结婚姻、继承、抚养、赡养

等纠纷5.7万件。

统一全省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城乡居民赔偿标准，

实现“同命同价”。

依法审结教育培训类案件1825件，确保“双减”政策

落地落实。

审结劳动争议等案件1.4万件，帮助农民工追回“血汗

钱”5894万元，保障“劳有所得”。

妥善审理长租房“爆雷”、房产调控政策等引发的涉房

纠纷3.1万件，保障“住有所居”。

依法救助1468件1972人，救助总额4507万元，同比

增长14.2%，保障“弱有所扶”。

3、健全“切实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
持续深化打击拒执专项行动，对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罚

款11.7万人、拘留1.4万人，以拒执罪判处802件1121人。

坚持善意文明执行，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当事人

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加强立审执破兼顾，民商事案件自动履行率49.7%；

执结39.1万件，执行到位976亿元，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

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99.6%。

4、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注重发挥司法裁判价值导向作用，以公正裁判树立行

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

杭州互联网法院判决造谣中国女孩为“日本萌娃”的

杜某登报赔礼道歉并作出赔偿，彰显文化自信；

龙游法院依法判决因虚假诉讼被刑事处罚的邵某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让不诚信者付出代价；

南湖法院依法判决子女返还老太存款，体现反对子女

“强行啃老”的价值导向；

南湖法院判决积极送老人就医的保安和物业无需赔

偿，彰显“好人不能吃亏”社会风尚；

常山法院主动联系见义勇为基金会，为见义勇为受伤

的郑某某申请奖励，传递社会正能量。

三、推进新时代法院现代化建设

1、“浙江全域数字法院”
迭代升级“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实现全省106家法

院、1.5万名干警在同一平台上办案办公。

全省法院网上立案79.4万件、调解67万次、证据交换

39.4万次，案件平均审理天数52.6天，同比缩短5.5天。

我省在线诉讼等制度创新经验被最高法院《人民法

院在线诉讼规则》吸收，浙江智慧法院建设蝉联全国

第一。

2、“执行一件事”集成改革
“智慧执行”系统将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权属调查、解

封登记等20项协助事项从线下搬到线上。

全省法院发起执行协查近3000万次，执行结案平均

用时减少24天。

3、“共享法庭”
全省已设立“共享法庭”17694家，化解纠纷10194

件，网上立案13015件，在线诉讼7017件。

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1、筑牢政治忠诚
围绕百年党史主题主线，深入开展学习教育。

持续开展“政治大学习”“理论大培训”“思想大讲堂”

“认识大讨论”系列活动，举办全省法院“院长论坛”“法官

论坛”。

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把党的领导贯

彻到法院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解难题、我为基

层减负担”活动，三级法院院领导走访企业2352家、群众

14724人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3436个。

2、狠抓顽疾整治
召开代表委员、企业家、律师代表等参加的座谈会160

余场次，征集意见建议4000余条，即查即改、彻查彻改。

对1990年至 2020年期间的 91.9 万件减刑假释案

件进行智能化统计分析，发现问题1054个，全部整改

到位。

坚决防止“立案难”问题回潮，当场立案率98%以上。

开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超期未发执行案款、超期未

认领不明款项实现“双动态清零”。

3、坚持严管厚爱
杭州中院陈辽敏、鄞州法院黄文娟获评全国新时代

“政法英模”，余姚法院叶科技、德清法院田芳、路桥法院王

军宇获评“浙江省最美公务员”。

一年来，全省法院共有29个集体、66名个人受到省级

以上表彰。

4、扎牢制度笼子
全省法院针对发现问题制定各类制度规范3100余

件，其中省法院制定35项。

五、坚持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

1、依法接受人大监督
认真办理代表建议25件、代表关注事项63件、省人

大常委会交办转办信访件80件。

常态化开展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省法院班子成员上门

走访人大代表605人次，全省法院邀请代表参加会议、视

察法院、旁听庭审、见证执行等7631人次。

2、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
认真办理政协委员提案14件，督办政协委员关注事

项4件，落实政协委员工作建议42条。

宁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协委员会客厅被省政协评

为“五星级委员会客厅”。

3、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邀请检察长列席审委会 566 人次，办理检察建议

5303件，审结抗诉案件665件，依法改判发回432件。

4、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累计庭审直播107万场，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裁判

文书878.4万篇。

开展三级法院院领导下基层大接访、大走访、大调研，共

接待2206批次3258名信访群众，化解信访积案1129件。

省法院工作报告

加快推进新时代法院现代化建设
扛起服务保障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法治担当

本报记者 高敏

1月19日上午，在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省法院院长李占国作省法院工作报告。

李占国指出，2021年，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

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2022年，

全省法院将以“三个建设年”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四项建设”，加快推进新时代法院现代化建设，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法院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努力为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司法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回首2021

四要严管厚爱、唯实惟

先，建设更加过硬法院

队伍。

展望2022

一要高举旗帜、紧跟核心，争

当“两个确立”忠诚拥护者、“两个

维护”示范引领者。

二要服务大局、公正司

法，坚决扛起服务保障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的法治担当。

三要守正创新、稳中

求进，以数字化改革引领

法院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