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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宿。亲人去世后，家属已经很是哀痛，若在办理后事过程中再遇

到多手续、多环节的繁杂事项，更会觉得身心疲惫，甚至出现过激行为。

宁海县户籍人口约60万，2017年登记的正常死亡人口就有4000多人，至少涉及4000户家庭。

王桂娟是宁海县第二医院的一位防保医生，她的其中一项工作职责是为正常死亡对象开具死亡医

学证明。“死者家属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急匆匆赶过来，带来的资料往往不齐全，还得多跑一趟，

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宁海县跃龙街道有20万人口，分布在15个社区、27个建制村和20个经济合作社。街道综合信息指

挥室副主任葛劲男说，街道所属区域既有主城区，也有城郊接合部和位置相对偏远的农村。有时候，

死者家属全套程序走下来，一天时间还不够。

据了解，过去死者家属为亲人操办身后事，需要办理死亡证明、死亡医学证明、注销户口、登记

火化、火化等多道手续，到所在村 （居） 委会、乡镇 （街道） 卫生院、派出所、民政部门、殡仪馆等5

个部门至少跑5次。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材料不齐全，那就不止跑5次了。

亲人过世，家属办理后事还要遭遇多部门、多环节、多手续的繁杂事项，悲痛之余难免会
有怨言。如今在宁海，家属办理亲人身后事，只要拨打一个电话就可解决——

从“跑5次”到“零跑腿”，是如何做到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破
解这一难题并非易事。

难在哪里？宁海县政府办公室
主任、县委县政府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专项工作部部长葛仁元表
示，难点在于一些部门从自身局部
利益出发，出台了一些“于法无据”
的前置条件，导致群众办事遭遇“藩
篱”。要破解难题，必须倒逼政府各
部门减权放权和优化服务。

宁海首创的“审批法庭”再次

发挥了作用。在“最多跑一次”改
革中，宁海县以“基层改革也要重
视顶层设计”为出发点，专门成立
县委县政府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 专 项 工 作 部 （简 称 “ 县 跑 改
部”），并根据裁减事项需要创设
了独立于各部门之外的“审批法
庭”。“审批法庭”由县法制办牵
头，组成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两代表一委员”、法律工作者
等，重点围绕减少前置条件、简化

申请材料、优化办理环节等，建立
“庭长负责制”“单数庭审制”“二
审终审制”等机制，对全县行政权
力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的前置条件
进行逐一审查、清理和裁决，做到

“瘦身”规范化。
清除法外政务，是身后事改革

的最根本前提。为此，县“审批法
庭”以“法不授权便无权”为原
则，根据 《殡葬管理条例》 等国
家、省相关规定进行清理裁决，依

法取消了医疗卫生机构在签发死亡
医学证明前要求提供村 （居） 委会
出具的死亡证明、在尸体火化前必
须将死者户口注销等法外政务，化
繁为简，在让群众少跑腿的同时，
还能有效杜绝“死人领活钱”（死
者待遇继续发放）、“死人被激活”

（恢复死者户口办理相关事务）、
“活人被死亡”（凭村里出具死亡证
明继承遗产） 等违法违规问题及其
他不合理现象的出现。

聚焦民生“关键小事”，“审批法庭”再发力

“姑父去世后，我上午打了你
们的电话，下午镇卫生院的防保医
生就赶到我家了。从开死亡证明到
办理火化手续，我们确实没去跑
过。”3 月 19 日下午，当宁海县

“12345”政务服务热线工作人员随
机电话回访时，家住长街镇的陈先

生如是回答。
今年 68 岁的跃龙街道杏树社

区居民王泽民对身后事改革更有切
身体会。今年2月28日早上，王泽
民 96岁的父亲去世，他打了 12345
热线，半个小时后，医院的防保医
生就赶到家里了。花了二十来分

钟，相关手续均已办妥。而 6年前
他母亲过世时，办理同样的手续，
他东奔西跑，整整一天都没搞定。

“上门服务，方便了群众，很好。”
王泽民说。

身后事改革，触动较大的部门
当属卫生计生局。正是在“审批法
庭”的直接推动下，改革取消了医
疗机构签发死亡证明的前置条件，
而且倒逼卫生院防保医生从“办公
室坐等”变为“上门入户办”，实
现了作风转变。

王桂娟说，推行身后事改革，
曾在宁海县第二医院内激起了“涟
漪”。按照实施方案，医院的服务
区域要从原来的桃源街道扩大到相
邻的跃龙街道。而跃龙街道去年一
年的死亡人数比桃源街道多一倍，
工作量增加了，防保医生还得走出
办公室，自己开车东奔西跑。“上
门服务，辛苦不说，死者家属会不
会配合也是个未知数。”当时，院
里的几位防保医生都很忐忑。为
此，这家医院进行了多次讨论，最
终确定由王桂娟一人专职从事这项
工作。

过去两个月，王杜娟一共为
120 多家丧户提供了上门服务。她
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相反，不

少村民对她主动上门表示赞赏。有
的死者家属还特别客气，请她喝豆
浆。以自己的一次跑腿，实现了家
属“零跑腿”，王桂娟觉得这项工
作挺有意义的。

身后事改革，受到老百姓点
赞，也为宁海正在全力推进的移
风 易 俗 工 作 创 造 了 条 件 。 根 据
宁 海 出 台 的 政 策 规 定 ， 出 殡 车
辆 在 10 辆 以 内 ； 普 通 花 圈 、 电
子花圈不能上路；鞭炮、电子礼
炮不能一路鸣放。胡陈乡纪委书
记陈健说，对于这一规定，刚开
始老百姓大多不能接受。随着身
后事改革的深入，当地百姓慢慢
接 受 了 丧 事 简 办 、 丧 事 新 办 的
理念，互相攀比、讲排场的现象
少了许多。

为了让身后事改革家喻户晓，
眼下，宁海相关部门制作了《亲人
身后事“一次也不跑”指南》和标
准化工作流程图，下发到各乡镇

（街道）、村 （居），通过广泛宣
传，让改革深入人心。宁海县主要
负责人表示，把群众小事当做政府
工作的大事，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提升政府公信力，这将是今后
宁海“最多跑一次”改革聚焦民生
事项的出发点。

身后事“零跑腿”，家属纷纷点赞

随着“最多跑一次”改革的
不断深入，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前
置条件“理而不清、法理不足”
等现象愈发明显，成为改革推进
的“中梗阻”。

针对这一现象，宁海县紧扣
重点环节，探索建立审批裁决工
作机制，创设独立于相关部门之
外的“审批法庭”，以“法治思
维+顶层设计”理念，向审批源
头“动刀”，对行政部门审批事项
的前置条件按法律法规进行审查

“瘦身”，做到应砍则砍，通过给
企业和群众“省事”，不断提高满
意度和获得感。

按照“法不授权便无权”的
原则，宁海出台 《“审批法庭”
工作规程》，坚持“四个一律”：
凡法律、法规、规章设定以外
的，一律取消；能通过个人现有
证照来证明的，一律取消；能采
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
一律取消；能通过网络核验的，
一律取消。目前，对于各部门之
前没有主动削减的事项，已清理
取消了 287 项事项中的前置条件
376个，清理 423项事项的申请材
料 1576份，取消兼并审批事项 46
项。

同时建立形成新标准。将前

置清理做法和减项后的标准化操
作，纳入 《“审批法庭”工作规
程》。要求部门发文必须设置明确
的办事事项、办事材料、工作流
程和数据流程，并对照省 《系统
指导目录》，制订《宁海县各部门
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把清理后的事项关进“笼子”，做
到只出不进、只减不增。对于新
增的前置事项，凡未经“审批法
庭”裁决通过的，一律不得实施。

强化监管力度。切实变“重
审批、轻管理”为“轻审批、重
管理”，采取事前预警、双告知制
度、双随机抽查、退出机制、部
门联合检查机制等，加大执行和
监管力度。对审批部门不自觉清
除于法无据的事项，不执行“审
批法庭”裁决决定的，加强督查
通报，由纪检部门按行政不作为
或乱作为追究责任，列入全县目
标管理考核的扣分项。要求所有
执法、监管部门主动从“严进宽
管”转向“宽进严管”，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由“审批法庭”逐个
审核把关。

截至目前，“审批法庭”共对
38 个部门的 963 项行政权力事项
和公共服务事项进行了清理。

（孙吉晶 整理）

宁海“审批法庭”工作机制

“审批法庭”裁决后，消除了
原先办理事项中存在的利益“藩
篱”。可在葛仁元看来，这还不
够，要通过信息化手段，改造办理
流程，让群众不用跑。

改革之前，死者家属要到村
（居)委会、卫生院、派出所、乡镇
（街道） 和相关部门分头跑；改革
之后，宁海以“政务钉钉”“一张
网”串联各事项环节，全面实现部
门间“数据共享”。家属只要拨打

“12345”政务服务热线，告知话
务员死者姓名、死亡原因、遗体
存 放 地 点 以 及 死 讯 报 告 者 的 姓
名、与死者的关系和联系电话。
通常情况下，话务员在完成信息
登记后，编上号，然后在两三分
钟内把死亡信息上传到“政务钉
钉”，同时向死者所在村 （居） 的
网格管理员再发送一条短信，以

便让网格管理员第一时间掌握情
况，进行及时处置。

而在信息上传到“政务钉钉”
群以后，相关事务处理已经在政府
各部门内部展开：卫生院防保医生
会同网格员或者村干部，上门开具
死亡证明并告知户籍注销通知；民
政殡葬所获知火化信息；公安等部
门依法及时注销户口等。此外，群
里的人社、民政、残联等各部门依
据数据信息，依法第一时间停止津
贴发放等。凡是涉及多个部门、需
要通过数据流转的，一律通过“政
务钉钉”群进行信息内部流转，做
到无缝连接。

对所涉事项的关键环节和细
节，宁海均做到唯一性、精准性
和必要性，如卫生院为死亡证明
唯一开具机构；公安部门在死者
死 后 第 30 天 注 销 户 口 ； 死 讯 简

况、户口注销告知书和送达回证
等，都采取标准化格式样本。这
些举措为实现“12 小时内报告—
12345 推送指令—卫生机构出具死
亡证明并实时推送—各相关单位
分头落实责任”的业务流程打下
了基础，也为相关人员标准化操
作创造了条件。

为确保“一次也不跑”，宁海
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网络和严谨的工
作 机 制 ， 成 立 了 专 门 的 组 织 机
构，乡镇 （街道） 实行 3+X 专班
工作机制。建立了综治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防保医生、民政管理
员、户籍民警、网格员、部门工
作人员等 6 支队伍。胡陈乡整合
全乡村级事务人员，成立了由 18
人组成的综治网格员队伍，每人
负责一个建制村。在乡政府做了 7
年殡葬事务工作的张华建是全乡

的“身后事”联络员，管理着综
治网格员队伍。他告诉记者，联
络员除了要核实登记死者出殡、
火化时间等，还要对火化后的骨
灰进行跟踪。“骨灰不能乱葬乱
埋，必须进入村里公墓。”张华建
说，联络员要拍照为证，然后上
传给县民政部门存档。

宁海还对“身后事办理群”
实行“月对账”，相关单位所涉事
项于每月 10 日上传至工作群，进
行二次信息共享和信息核查。同
时出台了“身后事办理群”考核
办法，对乡镇 （街道） 没有落实
陪同人员、村 （居） 干部或网格
员未在 《户口注销事先告知书》
送达回证上签名的，漏报或不按
时报的、错报的，每一起都要扣
分。而对全年无漏报、错报的，
则给予加分。

全流程再造，让群众不用跑

宁海县“12345”政务热线话务员正在接听群众电话。
（陈云松 孙吉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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