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为
3019名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
封存轻微犯罪记录142件，帮
助轻罪人员“轻装”回归社会。

改革诉讼文书公告送达
方式，从传统纸媒变为一律
上网发布，费用减少1/3。深
化数字技术应用，市中院“数
据工场”获评泉州经济年会

“十佳大数据应用”，南安法
院“法商e动”平台获评全国

“政法智能化建设典型案
例”。泉港法院与地域毗邻
法院互聘共享调解员、携手
化解纠纷，实现“1+1>2”的
跨域协同效应。洛江法院发
出司法建议促成7个单位协
同保护洛阳江红树林，主动
守护“洛水仙山”。安溪法
院就商品房预售和施工监
管发出司法建议，有效推动
解决产权办理问题。

“亲清护企”。起诉破
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809
人，起诉职务侵占、挪用资
金等犯罪 93人；自主研发

“企业法律风险自检平
台”，帮助 682家企业堵塞
涉法经营管理漏洞950个；
联合公安机关开展“检警
联动打击治理网络售假犯
罪”专项行动，工作经验被
最高检肯定推介；市检察
院入选全国知识产权检查
联络点。

“刺桐护未”。以“零

容忍”态度严惩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起诉 384人；坚
持惩治也是挽救，对主观
恶性深、情节恶劣的未成
年人犯罪依法惩戒，起诉
444人，对罪行较轻的未成
年人帮教矫治 325人。市
检察院被确定为最高检未
成年人检查工作联系点。

“检察护宝”。开展文
物保护专项巡回检察，制发
文物保护检察建议 19份，
督促落实文物修缮资金
280余万元；坚持惩治与修

复并重，对 15起生态损害
案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监督追缴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金3000余万元；“检察
护宝”团队获评福建省“最
美文物守护人”称号。

“检护乡愁”。办理涉
土地保护公益诉讼 55件，
推动3500亩质量不合格高
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奕佰
楼”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公益
诉讼案获评全国公益诉讼
精品案例、全国检察机关依
法保护侨胞权益典型案例。

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2024年，
泉州成为全国最热门的旅游
城市之一，城市文旅品牌享
誉全国、全网甚至全球。如
何保持泉州文旅“长红”？来
自九三学社的泉州市政协委
员李蕊蕊呼吁，泉州要进一
步提升城市休闲旅游品质。

李蕊蕊认为，全域旅游
只有做到“城区即景区，旅游
即生活”，才能提升城市生活
质量和城市形象，才能满足
市民、游客放松身心的需求。

她说，泉州旅游休闲城
市建设取得成效，但在发展
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亟
待解决。为此，李蕊蕊提出
了五点看法：

科学规划。制定全面、
系统的城市休闲旅游发展
专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
定位、路径和重点任务。充
分利用城市现有公共空间，
如公园、广场、步行街等，规
划和建设多功能、多层次、
多样化的休闲空间。

以人为本。城市休闲

旅游满足游客和居民不同
的休闲需求，营造良好的休
闲氛围和品质。通过改善
空间设计、管理和设施等方
面，确保设施的安全性和舒
适性，做到儿童友好和老年
友好，提高休闲空间的使用
效率和吸引力。

挖掘特色。尊重城市
的自然风貌格局和历史文
化。合理规划城市绿地系
统，建设更多生态休闲空
间，为游客和居民提供亲近
自然、感受自然的场所。强

化历史文化保护与挖掘、加
强特色文化要素的创新利
用，塑造特色城市风貌，打
造有标识度的城市休闲旅
游品牌。

智慧赋能。积极运用
信息化手段，加强休闲空间
的智能化管理，提升管理的
精细化和水平。例如，可利
用大数据平台分析游客和
居民的休闲需求，动态调整
休闲空间的布局和功能；可
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休闲
设施的实时监测和维护，确

保管理的高效和标准化。
创新业态。旅游休闲

城市应打破传统观光、餐
饮、住宿等业态的限制，跨
界融合文化、科技、教育、健
康等产业，推动新型休闲产
品和服务的创新。例如，可
通过景区、社区的试点项
目，推进旅游演艺、侨乡之
旅、研学旅游、红色旅游、乡
村旅游、康养旅游等新业态
的开发，为游客和居民提供
更丰富的休闲选择，提升整
个城市的休闲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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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两会·数读2025

法官年人均结案324.34件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果作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办理诉讼案件4.4万件 占全省1/4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施建清作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泉州两会·声音2025
泉州市政协委员李蕊蕊：

城区即景区 提升城市休闲旅游品质

1月8日，泉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果作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年，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2.95万件，办结21.08万件。
其中，市中院收案1.91万件，办结1.7万件；全市法官年人均结案324.34件，位居全省第2名。全
市法院32个集体、35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

落实保障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 23 条措施，对
694 家实体经济企业善用

“活封活扣”措施，执行到
位 拖 欠 民 营 企 业 账 款
23.26 亿元；持续护航新质
生产力发展，审结知识产

权案件 1.01 万件，判赔金
额 2.93 亿元；全省首创知
识产权市域一体化审判平
台，与省内外多地法院开
展跨域协作；高效审结涉
外涉港澳台案件 1846 件，
审结涉侨案件 1137件。

平 等 保 护 各 类 市 场
主体，审结商事案件 5.37
万 件 ；集 中 妥 处 房 产 开
发、房企融资等纠纷 2231
件，努力保交楼、保民生、
保 稳 定 ；审 结 金 融 案 件
2.84 万件，金融纠纷一体

化 调 处 中 心 妥 处 纠 纷
10.28 万件 71.48 亿元，入
选“全国首批金融借贷纠
纷调解工作典型案例”。
全省首创破产信息查询
平台，15 项事项实现一次
性集中查询。

民生无小案，审结涉衣
食住行、安居乐业等民生案
件6.18万件；开展司法服务
物业管理提升专项行动，全
链条递进式化解物业纠纷，
审结案件 3534 件，调解纠

纷 2588件。审理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案 16 起；审结婚
姻家庭、赡养抚养等案件
8370 件，发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36份。

审结行政诉讼案件

1242件，办结行政非诉执行
案件 419件；行政领域万人
成讼率同比下降 4.96%；执
结案件7.92万件，执行到位
金额103.35亿元；为清偿到
位的被执行人及时修复信用

2.71万人次；为重伤、重病等
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快速执行
到位“救命钱”4520万元，帮
助务工人员追回“辛苦钱”
1.14亿元，发放司法救助金

“解困钱”281万元。

N海都记者
陈丹萍

司法 经济——“全省首创”多个平台助力高效审理

司法 民生——全链条递进式化解物业纠纷

司法 提效
——深化数字技术应用

一要紧扣“时”与“势”，讲政治服从服务大局。
二要紧盯“审”与“执”，提质效公正为民办案。
三要紧抓“立”与“破”，优作风提高司法效能。
四要紧贴“根”与“魂”，扬正气锻造过硬队伍。

2025年1月8日，泉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施建清作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024年，全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4.4万
件，同比上升9.13%，办案量占全省1/4。

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6531 人 ，提 起 公 诉 14109
人。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
议134份，采纳率达100%，2
份检察建议获评全省检察
机关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
议。开展“检护民生”专项

行动，参与物业管理提升，
立案消防安全隐患公益诉
讼 40件，推动 120个小区实
现通水或施工改造、申请公
维金，整改到位 1189处，助
力“住”有所安；起诉医保领
域欺诈骗保22人，挽回损失

563万元，助力“病”有所医；
助力“弱”有所扶，以支持起
诉帮助179名进城务工人员
追索薪酬 227 万元；助力

“贫”有所助，向因案致贫的
146名困难当事人发放司法
救助金222.5万元。

依法刑事监督立案 92
件、撤案 280件。积极适应
犯罪结构变化，重视惩防并
举、宽严相济，对轻微犯罪、
主观恶性不大的依法不批
捕 3158 人 、不 起 诉 1739
人。监督不当减刑、假释暂

予监外执行 42 人，督促整
改监管问题 126 个。办理
民事检察监督案件 893件，
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裁
判提出、提请抗诉和再审检
察建议72件。

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

件 1676 件，提出监督意见
768件。深化恶意职业索赔
专项监督，联合市委政法
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8部
门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入选
福建省 2024年首批优化营
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

N海都记者
陈丹萍

助力“住”有所安、“病”有所医、“弱”有所扶、“贫”有所助

依法刑事监督立案92件、撤案280件

“四大护航”品牌提升软实力影响力

一是党的政治建设向更高站位推进。
二是服务发展大局向更高水平迈进。
三是法律监督质效向更高标准提升。
四是检察文化品牌向更高层次跃升。
五是检察队伍建设向更高要求深化。

2025年五项任务

李蕊蕊委员

2025年主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