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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两翼”

格局初步形成

为政之要， 莫先于用人。 2023

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 研究制定新时代上海

法院队伍建设现代化“1+6+X”

工作体系。 其间， 上海法院积极开

展“专家型” 领军人才、 “实务

型” 业务人才评选工作， 先后评选

产生上海法院审判业务专家 20 人，

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 148 人， 上

海法院业务标兵 75 人， 上海法院

业务能手 304 人。

座谈会上，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政治部副主任、 干部处处长吴炯

宣读了 《关于授予王国侠等 75 名

同志“上海法院业务标兵” 称号的

决定》 《关于授予汤军等 304 名同

志“2023 年上海法院业务能手”

称号的决定》。 谭滨为业务标兵、

业务能手代表颁发证书。

沉甸甸的证书交到专家、 骨

干、 标兵、 能手手中， 寄托了人民

对于法院干警坚守公平正义、 牢记

司法为民的殷殷嘱托。

“人民法官的初心是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在这里， 我收获的

是个人的全面成长， 更是司法为民

舍我其谁的责任。” “高素质法院

人才必须紧跟前沿发展， 坚持终身

学习， 加快理念更新、 知识更新、

业务更新。” “更清晰地找到了自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黄诗原 傅婷煦

企业破产后， 往往会遗留下资

产清理、职工安置、债务清算等诸多

问题。在一起破产清算案件中，上海

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简称 “上铁法

院”）通过府院联动机制， 帮助一家

国有企业妥善解决了相关难题。

1956 年成立的上海某服装厂

是一家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 2019

年， 该厂向上铁法院申请破产清

算。 上铁法院认为， 该服装厂资不

抵债，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已具备

破产条件， 于是裁定受理， 对其进

行破产清算。 但审理中发现， 服装

厂闲置时间过久， 存在缺乏启动资

金、 账务账册不全、 职工安置与资

产处置困难等诸多常见难题。

上铁法院启动府院联动机制，

打通各个工作环节： 清算开始后，

上铁法院约谈主管部门， 解决相关

公章、 财务资料等移交手续； 指导

管理人对照清单， 核查该厂不动

产、 车辆、 应收债权、 对外投资等

财产情况， 向债权人会议予以汇

报。 通过法院、 主管部门、 管理人

三方力量， 依法查明破产企业资产

及债权债务， 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此外， 加强府院联动， 稳妥化

解职工安置问题。 积极利用与国资

委共同构建的资金保障等机制， 前

期缺乏清算资金时， 由相关股东企

业代为支付欠付工资、 确认其代偿

债权为职工债权顺位， 妥善完成欠

付工资垫付及职工安置。 同时， 对

积极履行社会职责的股东的合法利

益进行依法保障。 在清算时， 由于

该服装厂登记承租权的公房面临拆

迁， 上铁法院指导管理人查明原公

房均用于职工居住， 多次组织主管

部门、 职工、 债权人会议协商， 征

询拆迁单位意见， 形成相关拆迁款

分配方案并经债权人会议通过， 保

障三方利益平衡。

最终， 依法回收资产 460 万余

元，妥善化解国有企业债务约 4168

万元，解决百余名职工债权问题。

“僵尸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

往往存在缺乏启动资金、 财务账册

不齐全、职工安置难、资产处置难等

问题，破产程序难以顺利推进。

“破产审判”是人民法院发挥司

法职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护航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该案中，上铁

法院积极运用府院联动机制， 全面

接收公章、账册等资料并依法核查，

确保清收资产的全面性、 完整性和

准确性，避免了国有资产流失，也保

障了债权人合法利益； 通过资金保

障机制， 妥善解决国企职工欠薪和

安置问题， 探索在破产程序中进行

诉源治理，化解潜在社会矛盾；对于

公房拆迁的遗留问题， 主管部门配

合查明事实， 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开

展三方会谈， 最终形成了拆迁款的

分配方案并获债权人会议通过。

四千余万债务， 百余名职

工债权……

“僵尸企业”历史

遗留问题如何解决？

□ 记者 谢钱钱

“上海法院‘一体两翼’ 人才工作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1月

5日下午， 上海法院人才工作座谈会召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谭滨在会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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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人才评价标准” 也是

人才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制定“专家型” 领军人才评价标准

基础上， 2023 年 6 月， 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又制定出台关于业务标

兵、 业务能手的管理办法及其评选

方案， 建立了“实务型” 业务人才

的评价标准。 比如， 对法官的业绩

评价， 从办案数量、 质量、 效率、

效果四方面， 以 22 项评审指标作

全面评价。 针对以往人才业绩评价

存在的标准相对模糊、 难以量化等

问题， 探索构建了区分全市三级法

院、 14 个专业审判领域、 四大类

人员序列， 从“指标” 到“分值”

的量化考评体系。

此外， 上海法院还积极树立人

才榜样标杆。 当然， 选贤更需育

能， 开展院校合作， 是创新法院内

外驱动式人才培养的重要实践。

2023 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

开院校合作启动会暨院校合作共育

高素质法治人才队伍座谈会， 与全

国 24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牵手”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主动借用“外

脑” 取长补短， 并取得一些列成

果： 启动“上海法院审判实务系列

教材” 编撰工作， 作为全国首家省

级高院率先开展“实习法官助理”

项目……实现了法学理论资源与实

践资源的有效互动。

“目前， 上海法院的人才评价

标准已初步创设， 不同类型、 梯次

的人才队伍已初步建立， 多元化、

多层次、 多渠道培养方式已全面推

进。” 谭滨说。

“关键之年”

谋人才培养之蓝图

2024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 如何进一

步加快人才体系建设迭代升级，在

新的起点上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工作

效能？

谭滨表示， 要激发人才集群效

应，打造特色人才高地。聚焦上海的

优势审判专业领域， 在全市法院设

立刑事、民事、商事、知产、海事、金

融、 行政、 涉外等人才高地特色品

牌，选择某一法院作为基地，以审判

业务专家、业务标兵来领衔，跨院选

拔成员组成团队进行推进。

上海法院还将加大全国审判业

务专家的推荐和培养力度， 着力培

育并储备一批适应涉外领域、 紧缺

领域审判业务需要的国际化审判人

才和紧缺领域高素质司法人才。 此

外， 上海法院还将推进人才数字赋

能， 探索人才发展新引擎， 通过可

视化的“人才数字画像”， 立体呈

现人才队伍全息数据。

“全市各级法院要树立强烈的

人才意识， 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

夕’ 的工作韧劲， 解放思想抓人

才、 千方百计聚人才、 不拘一格用

人才， 不断开创新时代上海法院人

才工作新局面。” 谭滨说。

全流程培育人才

实现新跨越

上海法院如何在较短时间内，

初步形成“一体两翼” 人才工作格

局，在人才高地、人才高峰建设上取

得阶段性成效？ 这背后有一套严谨

缜密的人才选拔、评价、激励、保障

等辐射全流程的工作机制做支撑。

“政治标准” 是衡量人才的首

要标准。 2023 年开展业务标兵、

业务能手评选时， 上海法院充分考

察了所有人选的政治素质档案、 信

访投诉等反映司法作风的有关情

况， 通过业绩评价， 充分了解参评

人选的政治能力、 政治担当。 在

2023 年的法官入额遴选中， 上海

法院也首次增加了政治理论测试，

政治标准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己的行动准则和发展方向， 对自身

肩负的职责使命有了更深的理解。”

“‘业务能手’ 的称号是对过去工作

的肯定和鼓励， 也是对今后工作的

鞭策。” “在未来的工作中， 我将

坚持‘学’ 字当头， 埋头苦干， 争

取做出更多无愧于新时代法院干警

的工作业绩。” ……座谈会上， 上

海法院审判业务专家代表朱川、 审

判业务骨干代表盛萍、 办案标兵代

表徐劲草、 司法警务标兵代表彭健

中、 审判辅助能手代表孙亚楠、 服

务保障能手代表张继承分别作了交

流发言。

“经过全市法院共同努力， 上

海法院初步形成了以高素质、 专业

化人才队伍为主体， 以‘专家型’

领军人才、 ‘实务型’ 业务人才为

两翼的‘一体两翼’ 人才工作格

局。” 谭滨说。

上海法院业务标兵、 业务能手代表被授证书 周婧 摄

说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