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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岁的李大姐又早早
来到最高法新接访室，这位
河北女人已经奔波十年了，
十年前，她被判离婚又没分
到财产。这天，她希望能够
早登记排号、当天能够接
谈，但上访的人却已排起长
龙，此时距上班时间还有 1

小时。
与过去有所不同，接访

室的安检更严谨，通过机器
检查之后，还需要工作人员
手持仪器再检查。测量体温
也必不可少，发烧者同样无
法进入。而此前的幸福路旧
址，只要工作人员检查即可。

“现在的安检系统几乎
和机场一样”，12月18日，最
高法立案一庭副庭长马迎
新接受采访时说，加强安
检是为了增强安全性，此
前在旧址曾发生上访者用
刀、棍棒伤害接访员的流
血事件。

安检>> 机检加人检，就像在机场

李大姐记忆中，幸福路最
高法接访室旧址“破得不能再
破了”，登记室只是一排数十
年房龄的砖制平房，窗口只有
3个，1个发表，2个收表，每天
领表交表如打仗，队伍最长可

达数公里，排至二环路边。
新址的环境是李大姐感

触最深的，面积翻了5番，可
同时接访1000人，1200平方
米的来访登记大厅开设了12
个窗口，两个领表、10个窗口

分别按照不服高院以上终审
裁判案件来访区、不服中院
以下终审裁判案件来访区和
民事申请再审案件三类交
表。10年来，她第一次早上排
队，不到中午便完成了登记。

面积>> 翻了5番，可同时接访千人

二楼和三楼的接谈区变
化更大，每层各设两个候谈
区和37个接谈房间，可同时
接谈74人，每一个候谈区容
纳150人。候谈区和接谈室根
据民事、刑事和综合业务三
方面区分，幸福路旧址则是
全部集中候谈。

领表窗口的电脑登记，
将上访人基本信息转至候谈
室，所有初访者当天即可被
接待。李大姐将登记了半个
月仍无音讯的原因归结为
“不是初访者”。

马迎新说，新址变化明
显，最高法负责信访工作的

立案一庭也将功能进行整
合，42名法官分布在10个合
议庭，负责接谈、办案，省去
了手续交接等程序。候谈厅
将增加电视和背景音乐，舒
缓上访者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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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所有初访者当天即获接待

最高法接访室搬迁之后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一个黑色铁栏围起的院子，一座挂着崭新国徽

的三层大楼，在周边排排民居的衬托下分外显眼。这里可以听到天南地北的口音，这
里便是11月18日正式启用的最高人民法院新来访接待室。

最高法立案一庭副庭长马迎新称，对于地方接访人员，可以说没
有一辆车、一个人是最高法叫来的，他们完全是地方党委政府派来的，希
望降低地方上访人数。但最高法也希望，地方接访的法官，不要仅看上访
数量，还需做两件事：一是把未经高院而直接来的来访者动员回去；二是
配合最高法，把最高法已驳回，下达不审查通知的老上访户动员回
去，因为目前每月仍有200-300名此类人在最高法填表上访。
“我们曾开会谈过不允许地方盲目接人，发现一个通报一个，因为这

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而对于上访群众，也不能一味接走。”马迎新称。

最高法不允许地方盲目接走上访者

据统计，最高法立案庭自2000年成立以来，最初几年每年立案
审查在1000-1500件之间，2005年到2008年在1600-1800件之间。最
终能够再审的案件仅占上访案件总数的1%-3%。

最终能再审的仅占上访案的1%-3%

最高法新接访室位于北京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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