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87年出现第一起
‘民告官’案件，到如今行政

长官越来越多地出庭应诉，
江苏的行政审判已经出现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司法环境
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
周茸萌向记者说，江苏的行
政审判发展20年，可以分为

四个阶段。
1987-1990年是起步探

索阶段。1987年《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颁布，其中第一
次提供了民告官的途径。
1987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批准在南京、南通两市法院

先行试点开展行政审判。全
省法院相继组建行政审判
庭，标志着江苏行政诉讼正
式启动。

1987年，涟水县一位农
民的亲戚因奖金事宜与厂长

发生矛盾，该农民也参与 。厂
长打电话报警，派出所民警

将这位农民刑事拘留后放
出。之后农民状告公安局，成
为江苏第一起 “民告官”案
件。涟水县法院判决公安局
败诉，引起了轰动。

1990-1995年为逐步推

进阶段。1990年《行政诉讼
法》施行，1991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行）》出台。到1994年，全省
年新收一审案件总数已突破
1000件。

1996-2000年为较快增

长阶段。1996年《行政处罚
法》施行，2000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随着
处罚类案件的大幅增长，带动
全省行政案件突破2000件。

2000年至现在，为全面
发展阶段。2004年，全省法院

新收一审行政案件已达到
5186件，是1988年的近20
倍。2005年，案件受理数回落
到4393件。目前，全省行政一
审案件受理数量在全国基本
稳定在第4位左右，并且出现
了一批年新收案件超百件的

基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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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是，他们告的
是我们县政府，我们当然要
一起商量，我们的法律依据
在哪里？我在法庭上说的，代
表我们的县政府，这答辩词
也是我们集体商讨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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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我们政府作
出的一些文件批文都是有法
律依据的，而且我也敢断
定，在这个事件上，我们政
府没有对老百姓造成任何的

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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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也是我来应

诉的主要目的，我就是要告
诉老百姓，如果你觉得有理，
可以到法院来诉讼，这是法
律救济的最好渠道。老百姓
会得到最公正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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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们国家现在
有了《行政许可法》，也有了
《国家赔偿法》，我们会从法
律层面去解决。同时，我们也

会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我们会讨论，会总结，我们问

题到底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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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是个两难的
问题，从行政机关来说，我们
希望这类诉讼越少越好，我
们要从源头来控制，做好我

们的依法行政工作，不出现
任何差错，如果出现了问题，
我们也要尽量从行政救济这
个角度，如行政复议，来消解
矛盾；但是，从老百姓角度来
说，我们又希望他们能够有
充分的法治意识来维护自己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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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因家庭矛盾引
发的行政诉讼，95岁的老太

太谢步英，因为老家280多
平方米宅基地的权属纠纷，
与大儿媳妇闹得不可开交，
并最终把海安县政府告上
了法院。

海安县海安镇凤山村2
组5号，便是处于矛盾漩涡

中心的那套房子。谢步英的
女儿、70岁的崔桂兰带着记
者来到了这里。争议中的房
子一共有两座，一座朝南，
一座朝西，两座房子呈一个
直角排列，淹没在一片黄黄
的麦田里，房子已经3年多

没有住人了。
“ 我 想 住 到 这 老 屋

里”，生于1912年农历六月
份、今年95周岁的谢步英说。
谢步英有两个儿子，一个女
儿，现在，老太太住在女儿家
里，而诉讼的对象，就是她的

大儿子和大儿媳妇。
“去年2月份，我们兄妹

几个想把房子修一下，给老
人住，但最后商量来商量
去，老大却不答应”，崔桂兰
说。他们口里的老大就是谢
步英老人的大儿子崔云卿，
今年75岁。崔桂兰的丈夫刘

成贵说，当初他们商量好，
老大崔云卿出钱，大约8千
至1万，老二崔瑞卿出人工，
女儿崔桂兰负责照看老人，
但这个修缮老屋的计划最
终泡了汤。因为以前老太与

大儿子崔云卿、大儿媳妇赵
兴和一家合住的原因，房产
证和土地证上都是 “赵兴
和”的名字。

针对老屋的诉讼于是从
去年4月开始。当时谢老太
状告海安县政府，要求撤销

向大儿媳赵兴和颁发的房
产证和土地证。起诉之后，

县政府进行了审查发现，这
个老屋是祖产并且经过多次
翻修，而当初赵兴和申报的
表上却写着“自建”，这与事
实明显不符合，县政府在诉
讼期间注销了房屋的产权
证。谢步英于是撤回了起诉。
但之后谢步英要求对房屋产

权进行重新登记，而政府部
门认为产权仍不明确而拒

绝。于是谢老太再次起诉要
求撤销赵兴和的土地证。

虽然已经90多高龄，但
谢步英的身体依然不错，每
天都要吃三四块肥肉才过
瘾。在采访中，老太太给记
者的印象是记忆力特别好，

说起一个事件，年月日都记
得牢牢的，一个不差。“亲人
的忌日寿辰她都记得”，崔
桂兰说，“有时候我们记不

起来还要问她呢。”
但在两年前，谢步英因

为左眼疼痛，摘除了眼球，
右眼也半开半闭。谢老太太
在18岁的时候就嫁到了崔
家，这个房子就是她结婚时
的婚房。而对这个老人来说，

在人生的末尾，剩下的基本
都是回忆，而这房子，成了老
人回忆的最主要部分。
“我父亲死在里边，我

老伴死在里边，我也想死在
里边”，这是老人人生中最
后的愿望。“她一直在念叨

这个事情”，崔桂兰说，虽然
老人现在衣食无忧，但她总
觉得心里不踏实，老死在自

己的家里，是当地农民的风
俗，但对这个老人而言，住
在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家里，
只能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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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海安县时任县长
章树山带头出庭应诉，成为海安

县第一个出庭应诉的行政首长。
此举的示范作用非常明显，如今
该县各职能部门已经有100多
位“一把手”出庭应诉。

据了解，2004年初，海安县
法院向县委和县政府提出关于
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参加诉
讼列入年终考核的司法建议，拉
开了该县实施该制度的序幕。三
年来，海安县行政机关“一把
手” 出庭应诉率已经超过了

70%。而日前海安县又发出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其
中提出的五项机制，更是将“一
把手” 出庭应诉率达到了
100%。这一全国独一无二的现
象被司法界称为“海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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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把海安县政府告上

了法院。海安新任县长单晓
鸣亲自出庭应诉，更是引起
了各方关注。

但案件的焦点人物谢老
太对此却一无所知。单晓鸣
是谁，她并不知道，也不想知
道。开庭的当天，她还是像往

常一样，在早晨6点准时起
床，然后坐在房间里发呆，或
者拄个拐杖，站在门口，看看
门前的油菜和来往的人。

对于谢步英来说，最让
她牵挂的是下午的庭审，她
的大儿子崔云卿会不会到法

院去呢，“如果他去，我就去，
我要去看看他。”但是，当记
者打电话过去询问，崔云卿
会不会出庭时，却得来这么
一个消息，他生病了，不能来
海安。这个消息让谢步英非
常伤心，她被割除眼球的左

眼还是这么闭着，但是右眼
睛使劲地眨着，眼球开始变
红，她习惯性地抹了抹眼睛，
但是没有眼泪。她这样的年
龄，已经没有眼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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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2：20，海安县

人民法院大法庭里，30多位
来自县城各政府机关的干部
坐在旁听席上窃窃私语。一
位衣着朴素的中年女性与两
名助手一起从容走进法庭，
平静地坐到被告席上。
“她就是县长单晓鸣，跟

她一块来的是政府法制办主
任和国土局副局长”，一位工
作人员介绍说。

单晓鸣刚刚坐下，书记

员照例走到她的身边进行身
份核对。她微笑着低头在包里

翻了翻，找出身份证递上，之
后便安静地看着手中的材料，
不时与同行人员耳语几句。

谢步英因为年迈无法亲
自出庭，她的次子崔瑞卿和
代理人随后也来到法庭，坐
在原告席上，不时朝被告席

上的单晓鸣看两眼。
按照法庭审理的程序，

法官首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
了核对。有意思的是，当法官
对着被告席念到“单晓鸣，海
安县县长”时，崔瑞卿有些吃
惊地抬起头朝她看着，沉浸

在案情中的他事先还不知道
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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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老崔很快就进入了

角色，他拿起诉状开始大声
念了起来。原来，母亲针对老
屋的诉讼是去年4月份开始
的。当时谢步英状告海安县
政府，要求撤销向赵兴和颁
发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起诉
之后，县政府进行了审查发

现，这个老屋是祖产并且经
过多次翻修，而当初赵兴和
申报的表上却写着“自建”，
这与事实明显不符合，县政
府在诉讼期间注销了房屋的
产权证。后谢步英撤回了起
诉。不久谢步英要求对房屋

产权进行重新登记，但是政
府部门认为产权仍不明确而
拒绝。如今老崔再次代理母
亲起诉要求撤销赵兴和的土
地证。
“下面请被告方答辩”，

法官的一句话让所有人的目

光都投向了单晓鸣。她拿起
答辩状，认真地读了起来。

“原告已于2006年4月
就注销土地证事宜起诉过，

后申请撤诉，法院已经裁定
同意原告撤诉。依照有关法
律规定，这属于重复起诉，法
院应当裁定驳回”，单晓鸣
说，县政府发放的这个土地
证，当初由家庭成员赵兴和提
出申请，备注中也注明由该户

使用，从实体和程序上都合
法，原告的起诉没有法律依
据。接着她引用大量法律条文
来证明发证行为的合法。

单晓鸣提出的原告诉权
问题，显然引起了合议庭的
重视。主审法官在归纳了此
案的争议焦点后宣布休庭，

要对此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
进行讨论。5分钟过去了，3名
法官走进法庭，他们认为，原
告的诉求虽然与上次雷同，
都有要求撤销土地证，但是
由于中间出现了房产证被撤
销，属于出现新情况后的再

次起诉，应当属于合法，因此
原告具备起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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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县长，老崔这时已

经彻底放开了，“我们是要确
认这个房子的产权，为这事我
们咨询了不知道多少人，跑了
建设局、国土局，说够不上登
记的条件。我们这才不得不打
行政官司，如果不是城建和土
地部门的相互推诿，我们又何

苦要来‘民告官’呢！”
老崔在诉苦的同时，还

不经意地抖出了自己的老观
念，“过去我们兄弟俩很团
结，现在却闹翻了，为啥？还
不是因为房子”，老崔越说
越激动，他认为造成这个现
状的根源就在于赵兴和，

“她混淆概念，弄得家里这
么不团结……”

法庭辩论中，单晓鸣带
来的两个“助手”也轮番上
阵给老崔解释各种法律条
文，围绕该不该撤证的话题，
双方舌战了一个多小时。傍
晚5点，法庭在休庭合议后认
为，县政府颁发土地证行为

合法有据，遂当庭判决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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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崔你过来一下，我们

来好好谈谈啊”，庭审结束
后，单晓鸣微笑着朝他招招
手，又招呼来第三方代表陈
华，三个人围成一圈。
“政府并没有侵犯老太

太的利益，你们来告政府，其
实归根结底还是你们家庭矛

盾。就算土地证注销了，也不
能解决你们的矛盾。”
“家和万事兴，和谐家庭

是和谐社会的细胞，你们都
是亲人的关系，没有什么不
能协商的，只要你们自己家
庭内部把这个事情商量好，

达成一致，再去找政府部门
解决，就好办了。”
“你退休前是教师吧”，

单晓鸣问老崔。老崔笑了。单
晓鸣继续开导着，“什么时候
你老崔和你哥两个儿子一起
到母亲面前去好好谈谈，一家

人不肯见面，光打官司就太伤
感情了。人家在社会上处朋友
还讲义气、讲感情呢！”

在一通笑声中，老崔和
陈华都表示说，这个事情今
后要加强沟通，争取早日将
房屋的争端处理掉，让老人

度过一个安心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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