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法表示

【 治时评】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新修

订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稽查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结合省以下环

保机构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和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推进的实际情况，对稽

查的主体、程序等作出调整。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无论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还是守好蓝天净土、绿水青山，

都离不开强有力的生态环境执法。

近年来，为了增强生态环境执法的

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我国不断

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

法队伍，目前改革“前半篇文章”基

本到位，还需要在运行机制等方面

加强建设，做好改革“后半篇文章”，

让生态环境执法更加规范高效。

稽查作为生态环境执法工作

的重要步骤和环节，既是对执法行

为进行监督的一种形式，也是规范

执法行为，实施内部纠错的有力抓

手。此前，原环境保护部曾印发了

《环境监察稽查办法》，有效提升了

各地生态环境执法规范化水平。

随着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管理制

度改革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推

进，也需要对原办法进行修订，对

稽查的主体、程序等作出调整，以

更好促进生态环境领域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

从内容上看，《办法》新增了妨

碍稽查的责任追究规定，强化了稽

查保障。同时新增了容错纠错、尽

职免责规定，明确了不予追究执法

过错责任等7种情形。这些规定都

是对稽查体系的完善和重构，有助

于进一步强化稽查工作的权威性、

专业性、严谨性，也有利于增强执法

人员的工作信心和积极性。此外，

《办法》还增加了非现场方式稽查，

明确通过移动执法系统等非现场方

式开展稽查，发现问题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的，稽查单位可以直接向被

稽查单位反馈稽查结果。这是对近

年来我国不断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

建设的回应，对于丰富稽查形式、提

高稽查效能具有积极意义。

良好生态环境是建设美丽中国

的重要基础。期待各地生态环境部

门严格贯彻落实《办法》，发挥好执

法稽查内部监督作用，规范生态环

境执法行为，增强执法权威性和公

信力，更好助力建设天蓝、地绿、水

净的美丽中国。

（马树娟）

规范执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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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变厕所，楼下的厨房该怎么办？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对一起相邻关系纠纷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发布的《住宅设计规范》中规定的“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
户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餐厅的上层”的条款，属于强制性条
文，改动房屋结构后让卫生间部分区域对着楼下厨房，属于违规。

此前，张先生发现家里漏水，便上楼查看，不料竟发现楼上的房
屋经改造后，本是厨房的部分面积变成了卫生间并安放了马桶。这
样的改动，让张先生一家觉得难以接受。因协商未果，张先生将楼上
住户高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对方恢复房屋结构布局。

一审法院对此案审理后查明，高先生家原厨房部分面积改造成
卫生间并安放了马桶。一审法院认为，卫生间与厨房的功能明确，对
建造有一定的特殊要求，高先生的房屋改造格局违反国家强制性标
准要求。此外，法院认为，基于卫生间的特殊用途，如此改造会让楼
下业主产生不适，不符合一般人的生活习惯，且有违善良风俗。据此
判令高先生须将房屋的卫生间、厨房结构恢复至原状。高先生不服
提起上诉，北京三中院对此案终审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法官庭后表示，《住宅设计规范》明确规定，卫生间不

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餐厅的上层，该

条文有黑体字标志，属于规范确认的强制性条文。涉案房屋客观上

形成了改造后的卫生间部分区域位于下层住户厨房上层的情形，在

缺乏合法依据和正当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高先生将卫生间、厨

房的结构恢复至原状并无不当。法官特别指出，作为邻居应遵循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本着友善的态度处理邻里间的纠纷，房屋

改造虽为业主的自由，但需在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鉴于卫生间和

厨房的特殊功能，所以《住宅设计规范》才以强制条款的形式对卫生

间和厨房的布置位置作出了规定。 （徐伟伦）

擅将厨房改为厕所
违规装修应当复原

【以案说法】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记者 罗沙）记者

15日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

长会议获悉，最高法2024年将在全国范围内

有序推进交叉执行工作，更好发挥这一制度的

效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化解执行积案难案。

交叉执行，就是通过法律规定的指定、提

级执行，执行法院交互将本院部分难以执行的

案件移交其他法院执行，加大执行工作力度，

并形成有力监督，防止权力、关系、人情干扰，

遏制滥用执行权以及执行腐败问题。

据悉，2023年10月最高法部署开展交叉

执行工作试点以来，试点及部分主动开展工作

的法院共提级、交叉执行案件8782件，取得实

质性进展2645件，执行到位金额193.76亿元，

攻克了一批大案要案和“骨头案”，营造了尊重

法律、尊重裁判、尊重执行的良好氛围，取得重

要阶段性进展。

最高法表示，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推进交叉

执行工作，要更加重视依靠党委领导、府院联

动，形成攻坚合力。要完善交叉执行机制，针

对比较难啃的重点“执行难”积案，可以考虑上

级法院指定交由辖区执行力量更强的法院来

执行。因种种原因长期未能有效推进执行、可

能存在明显地方保护主义或其他不当干预情

况的，可以采取跨域异地执行。上级法院发现

原执行法院存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等执行不

力情形，发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应当严肃

依纪依法查处、追究责任。

全面推进“交叉执行”化解执行积案难案

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后产生的损失，保险公司需要理赔吗？如果
需要的话，又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理赔？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查明，2023年10月的一天晚上，王某酒后驾驶机动车与张
某驾驶的三轮电动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张某和乘客刘某受伤。经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某承担次要责任，
刘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刘某和张某将王某及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
阿克苏垦区法院，要求赔偿二人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费用近
30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和张某因交通事故受伤，有权要求侵权
人王某承担赔偿责任。结合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划分，确认王某
承担70%的责任，张某承担30%的责任，刘某无责任。

审理期间，法院了解到，王某与保险公司签订商业保险合同时，
明确约定酒驾属免责事由，且王某签字确认。据此，保险公司在商
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部分应由王某按事故责任
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张某和刘某各
项合理损失，剩余约10万元由王某自行承担。

法官说法 法官庭后表示，酒驾是违法行为，一般情况下，因酒

驾发生交通事故产生的赔偿，商业保险不予赔偿。不过，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即交强险)是我国法定机动车保险，是国家为

了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受害方利益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无论被

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保险公司均应按照《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要求，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驾驶

人要知道，保险只为合法行为兜底，不为违法行为买单。 （潘从武）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
交强险外责任自担

科技日报北京1月15日电（记

者 何亮）“截至2023年11月底，公

安部已审核发布各地上报的业务办

理项5.89万个，其中37.7%的业务

办理实现了全程网办。”1月15日，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在回顾2023年

公安工作时表示，公安部大力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公安政务服务

内容不断丰富，科技为推动公安工

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数据显示，2023年，“公安一网

通办”移动端用户超过1400万人。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公安机关适

应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持续优化

公安政务服务体验。

“依托公安政务服务平台，我们

通过升级页面布局、提升搜索功能、

优化事项分类展示方式，方便企业

群众快速精准定位所需服务。”公安

部科技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公安部为小程序用户提供授权

登录功能，实现百度、微信、支付宝

等第三方平台用户免注册登录，查

询办事指南。同时，公安部还打造

“事前咨询—事中办理—事后评价”

的服务闭环，对移动端公安政务服

务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进一步提

升标准化、集成化、便利化水平。

发布《执法办案管理场所信息

应用技术要素》标准，为全国执法办

案管理中心提供规范化指引；发布

警礼服系列标准，为提升警礼服质

量、维护人民警察形象奠定基础；发

布《中国移民管理标志》和《外国人

永久居留身份证技术规范》2项标

准，成为展示国家开放、自信形象的

重要标志……2023年，公安部发布

道路交通管理、法庭科学、安防产

品、公安视频图像技术和移动警务

技术等领域160项公共安全行业标

准，推进执法标准规范化建设，公安

工作“含标量”进一步提升。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安

标准的制定与发布，在促进法律法

规落地、支撑公安执法办案和业务

管理、提升产品质量效益、助推公

安科技创新应用等方面发挥着突

出作用。

2023年“公安一网通办”
移动端用户超1400万人

1 月 16 日，蚌

埠市固镇县公安

局民警在老年大

学为老年群体举

办预防养老诈骗

专题讲座。为提

高老年人防范诈

骗意识，保护老年

人的钱袋子，固镇

县公安局组织民

警到县老年大学，

引导老年人正确

识别诈骗手段，增

强防范意识。

通讯员 吴献永 摄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