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记者 权文娟）记者从林周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了解到，近日，林周县人民法院执结
了一起涉村集体土地流转金的案件，受益群众
40多名，发放执行案款共计86万元，彻底结清
了长达三年未结的土地租赁合同款。

在集中发放仪式上，林周县边交林乡卡优
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十分激动：“没有法律的强制
手段，我们村民的地租恐怕永远拿不到。合同

到期后，我们千方百计向对方催要无果，乡亲们
都开始绝望，多亏了包乡法官引导我们走诉讼
程序，我们才看到希望。拿到案款这一刻我们
更激动，终于可以给村民们一个交代，大家也可
以安心过年。总之感谢林周法院，帮我们追回
了全部案款，非常感谢。”

“依法为民做主，执行为民解忧。执行工作
虽然非常艰难，但看到村民们拿到案款后的笑

脸，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林周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一级法官普布卓玛说。

普布卓玛表示，通过此次执行案款集中发
放，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体现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亲民、便民、为民的服
务意识。下一步，林周县人民法院将全力推进
执行工作，以有力的措施回应人民群众对执行
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依法为民做主”林周法院追回发放土地流转金86万元■新闻+

为群众提供“就近能立、多点可立、少跑快立”服务

2023年，拉萨市法院系统网上立案6381件

开展“分调裁审”机制改革
全年办理简易程序案件6858件

2023年，拉萨市法院系统聚焦基层社会
治理，关口前移、力量下沉，努力让纠纷防于
未发、诉讼防于未成。工作中，拉萨市法院系
统充分发挥“两庭”面向基层、面向农牧区、面
向群众的窗口作用，延伸服务触角，推动一站
解纷与服务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同时，
以诉讼服务中心作为枢纽，与55个特邀调解
组织、104名特邀调解员建立多元解纷对接机
制。拉萨市法院系统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9
个律师工作室，共60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
多元调解等服务，并针对经济金融、劳动争
议、婚姻家庭等多发易发领域纠纷，加强诉前
诉中调解工作。2023年拉萨市法院系统委托
（委派）调解纠纷1202件。

次仁平措介绍，为推进纠纷在线化解，拉
萨市法院系统推进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
区、进网格”，实现调解资源网上汇聚，全流程
在线化解矛盾纠纷。2023年拉萨市法院系统
在线化解纠纷1908件。同时，拉萨市法院系
统还持续开展“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出台小
额程序、二审独任审理规则，成立速裁庭或速
裁组，设置程序分流员、简化庭审方式，做实

“简案快审、繁案精审”。2023年，拉萨市法院
系统共办理简易程序案件6858件，小额诉讼
案件3383件。

集约高效办理诉讼事务
12368诉讼热线接通率96.18%
2023年，拉萨市法院系统坚持把最好的

场所和最优的服务提供给群众，努力为群众
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诉讼服

务。为集约高效办理诉讼事务，拉萨中院逐
步将拉萨市重点诉讼服务功能集中至本院办
理，探索事务性工作购买社会服务，让老百姓
一站通办、减轻诉累。次仁平措介绍，2020年
拉萨市在诉讼服务中心成立拉萨市法院集约
送达中心，2023 年 8 月建立全区法院首个
12368诉讼服务热线管理中心，提供拉萨市法
院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诉讼服务，做到“百
姓有所呼、法院实时应”。2023 年，拉萨市
12368提供热线服务3192件，接通率96.18%；
集约送达中心累计送达案件2.49万件、8.28万
人次，电子送达率90.84%。

为有效提升诉讼服务质量，2023年，拉萨
市法院系统全面践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庄严承诺，坚决杜绝不立案、拖延立案等问
题。拉萨市法院系统全年共登记立案3.13万
件，当场立案率97%。同时，为深化立案机制
改革，为群众提供“就近能立、多点可立、少跑
快立”的服务，2023年拉萨市法院系统网上立
案6381件，邮寄立案205件，跨域立案1件，并
将司法救助作为诉讼服务的重要内容，确保
经济困难当事人平等享受诉讼权利，2023年
办理诉讼费缓减免案件129件，缓减免182万
余元。

创新执行方式
加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自拉萨市执行联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确
立以来，拉萨市委政法委把构建综合治理执
行难大格局作为事关执行事业发展的固本工
程，持续完善联席会议制度，不断细化各联动
单位分工，努力推动形成联动单位各司其职、
通力协作、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工作中，拉
萨市两级法院分别建立立案、审判与执行工

作协调配合机制，着力解决立案、审判、执行
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以财产保全促调解、促
和解、促执行，调解注重实际履行，裁判注重
效果，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执行和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努力从源头上减少进入
执行程序的案件，降低申请执行人权利落空
的风险。2023年，拉萨市法院系统共受理各
类执行案件12600件，执结率88.28%，执行到
位金额12.7亿余元。

坚持强制与文明并举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拉萨市法院系统
加大执行力度保障企业快速回笼资金，依法
适用审计、搜查等措施，2023年为966家企业

快速回笼资金5.57亿元，并在重大项目领域
的工作中向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建言献策，
为拉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
能。同时，为创新执行方式，拉萨市法院系统
健全完善“分权集约化”执行模式，执行查控、
财产处置等各环节按人员类型、事务种类各
自负责，事务集中度、专业化、规范化和执行
效率更高，推行繁简分流机制，实现简案快
办、繁案精办。

下一步，拉萨市法院系统将坚定立足司
法职能，融合推进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再深
入，落实群众“诉求保障”，畅通群众“诉求渠
道”，不断强化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升执行
工作水平，努力为推进拉萨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1月10日，拉萨市召开2023年法院工作开展情况新闻发布会。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次仁平措和罗红分别介绍了2023年拉萨法院开展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
设的情况，以及拉萨法院执行工作开展情况。 记者 娄梦琳

工作人员正在操作“智慧法院”项目新增的系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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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拉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数
字经济产业作为高新区主导产业，将其纳入
高新区“十四五”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及产业

发展专项规划，起草印发了《拉萨高新区关
于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降低用电成本助力
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实施

细则〉（试行）》《拉萨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
<“1+6体系”招商引资政策>的通知》，充分发
挥产业优势和政策优势，促进高新区数字经
济全面升级，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拉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达
瓦次仁介绍，近年来，拉萨高新区不断加大数
字经济招商引资力度，成功引进宁算科技、高
驰、中国移动、网智天元等一批数字经济龙头
企业。西藏宁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宁算科技”）是注册在高新区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如今已建成8.5万平方米、1万机柜
规模的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该大数据中心采
用“余热回收直接新风降温”绿色节能技术，
PUE接近于1，实现大数据中心国内最低运行
成本，算力转换成本全国最低。

“我们将西藏丰富的清洁电力转化为海
量、低成本算力，研发‘中央+’边缘人工智能
计算平台，采用以机器视觉为核心的软件解
决方案，为智能网联汽车、影视渲染、电力物
联网、航空工业、生物制药等工业互联网领
域提供先进的数据训练和模拟仿真服务，推
动大数据中心成为工业互联网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宁算科技办公室主任张廷廷
说。目前，宁算科技已获授权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190项、受理和
公开332项，已取得软件著作权83项，在研
专利储备超千项。

通过近年来的发展，如今的高新区逐步
形成了全区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数字经济
企业的不断增多直接拉高高新区GDP。2021
年至 2023年，高新区数字经济企业逐年增
多，所创造税收收入呈逐年递增趋势。据
悉，2023年，高新区数字经济企业已达2803
家，实现营业收入81.03亿元，税收收入3.68
亿元。

下一步，拉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立
足数字经济产业园和已经印发实施的“1+6
体系”招商引资政策，全力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坚持开展“走出去”招商引资工作，精准
对接国内数字经济龙头企业，重点招引一批
全国优质数字、金融类企业落地高新区，加
快推动高新区主导产业发展。同时，不断促
进高新区现有产业数字化、制造业智能化升
级，为高新区产业提供“数字力量”。

拉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2023年，数字经济企业营收超80亿元
近年来，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为加速各地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我区首个国家级高

新区——拉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依托产业基础优势、区位优势、基础配套、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产业，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记者 张琳

拉萨高新区某企业机房。记者 阿旺尼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