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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政府

关于 2022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前进区政府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司法局的大力指

导下，按照推进依法行政，创建法治政府的总体目标，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依法治国会议精神和省、市相关工作要求，不

断推进法治政府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政府各项工作法治化、

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处理问题的能力也不断增强。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任务落实

坚持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依法治区、依法执政与依

法行政有机结合，全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落实。一

是夯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为

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二是强

化统筹谋划。区委、区政府先后多次召开区委常委会、区政

府常务会，专题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解决存在问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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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任务，以此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落实。制定了《中共佳木斯市前进区委全面依法治区2022

年工作要点》《2022年前进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统筹

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三是强化督察考核。

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年度目标考核范围，把法治建设成效作

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确保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以优化政务环境提高服务效能

区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行一专多能、闪批通办“全岗

通”3.0升级版，区级358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实体大厅、

互联网受理两种办理模式，其中293项“不见面、零跑腿”事项

全部可由社区网格进行“帮代办”。扎实开展服务单位和窗口

人员服务质量培训，提升各级服务水平。1-10月共接待办事

群众8515人次，其中自助网办区共计接待940人次；办理事

项2920件次，全岗通综合窗口受理724件次；开展政务大讲

堂28次，普法教育123次，业务学习19次，礼仪培训112次。

区网格中心工作效率进一步提升，对工单转派的流程进行优

化，督促各单位提高对工单的重视程度。1-10月份区网格指

挥中心共接收12345热线政务工单15927件，疫情期间网格中

心代办结1800件，转派工单14127件，办结率98%,满意率86%。

“四率”排名居于全市第一。

(二)以优化市场环境激发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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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落细国家33条、省50条和我市52条稳经济政策措施，

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全面提升企业知晓率、政策落地率，

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精准直达，确保企业应享尽享，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常态化组织全区976名企业服务专员对

市场局监管库中的2244家民营中小微企业开展常态化全覆

盖集中走访活动，围绕科学指导疫情防控，千方百计帮助中

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综合协调区全要素专班成员单位，落实

“领导包保+项目专班+首席服务员”机制，集中解决项目企业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目前已成立服务专班数5个，首席服务

员5人，集中会商会办8次，项目代帮办件数6件，优惠政策

推广33次，兑现奖励1100余万，1-8月累计为全区3072户市场

主体减免税收2816万元。领导包联重点项目39次，解决东方

文苑滞迁户问题、丽枫酒店项目上下水接入问题、XW项目

临时用水、用电等问题共计14个，持续为我区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发力，打造前进服务优质品牌。

（三）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一是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始终坚持把规范性

文件的审查、报备和清理作为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和规范执法

行为的重要前提。二是强化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2022年前

进区组织清理与民法典立法精神、基本原则、一般性规则不

一致的，与民法典关于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

承、侵权责任等内容的具体规定不一致的，上位法已因民法

典出台而被修改或废止的，以及其他与民法典不一致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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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性文件，确保民法典在我省全面有效实施。三是协调

做好相关立法调研工作。积极配合市司法局开展立法工作，

承接了《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黑龙江

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佳木斯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黑龙江省罚没

和扣押财物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黑龙江

省安全生产条例修改对照表》、《黑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征求意见稿）》等立法调研任务，征求相关责任单位意见，

向上级汇总报告。

（四）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1、完善重大决策体系。严格执行国务院《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暂行条例》规定，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核、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

确保决策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2、法律顾问体系常态化。为了更好的发挥律师独有的

专业、经验和实践优势，在重大决策、重大合同、重要协议

的合法性审查中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和建议，参与矛盾纠纷

化解工作。全年区政府法律顾问审查其他局领导交办的涉法

事宜 29 件，有效发挥政府法律顾问服务法治政府建设的积

极作用。

（五）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持续规范行政执法。前进区司法局对全区现有行政

执法人员执法证件进行排查和分类整理。一是建立人员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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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区所有行政执法证件信息录入，以便清查和动态管理。

二是严把资格“审核关”，逐一确认执法人员的编制身份、三

定方案内容、法律依据等信息，确保持证人员具备行政执法

资格。三是每个季度对现有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清查，对于不

在行政执法岗位的人员执法证予以锁定，并将其执法证做失

效处理。组织全区 80 余名行政执法人员，开展了《行政处

罚法》等法律法规培训，提升行政执法专业素质。推进基层

行政执法力量改革，组织各单位执法人员参加公共法律知识

培训，对符合条件人员应培尽培，2022年 11月 8日，前进

区举行 2022年新申领行政执法证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共有 8

名执法人员通过考试，充实前进执法力量。

2、全力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前进区辖区内共 3 家基层

法律服务所，前进区司法局将三家法律服务所的 16 名法律

工作者分配到 20 个社区和 1 个自然村，做到村居法律顾问

全覆盖。建立村居法律服务工作群，法律服务工作者定期进

入社区和村屯，开展法律服务。2022年 3个基层法律服务所

累计进社区法律服务 55小时。

（六）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1、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区政协民主监督。严格落

实定期向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和向区政协通报区政府重

点工作完成情况，并向区人大报告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自觉

接受区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区政协的民主监督。

2、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为使企业群众能够及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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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深入实施政务

公开各项工作。前进区政府注重政务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实

效性，严格遵照规定时限，及时发布，严把政务公开信息的

审核关，保证信息内容的准确，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公众监

督，自觉在社会监督下干事，主动在法治环境中作为。

（七）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1、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2022年前进区司法局开展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共排查发现矛盾纠纷 586件，

排查重点人员 4人，重症精神病人稳控数 2人，调处化解矛

盾纠纷 586件，调处成功 579件，调处成功率为 98.8%。其

中，调处婚姻家庭纠纷 28 件，邻里矛盾纠纷 349 件，物业

纠纷 92 件，其它出现的诸如合同、劳动争议、老旧小区改

造施工、疫情防控等其它纠纷共 115件。并打造若干优秀的，

以个人命名的调解工作室。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社会和谐稳定

器”作用，通过示范引领，在群众中形成品牌效应，更好促进

人民调解工作。2022年永安街道园林社区“小波调解工作室”、

山水街道山水社区“冬梅调解工作室”、港湾街道港湾社区“孙

佳调解工作室”、和平街道站前南社区“李勇调解工作室”已挂

牌运行。个人命名的特色调解工作室做到前进区 4个街道全

覆盖。

2、完善落实行政复议制度。始终坚持把做好行政复议

工作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一项重要工作，认真构建与上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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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机关、人民法院相关机构和市仲裁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

对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信访案件，进

行及时沟通，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化解行政争议。

（八）全面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1、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为切实发挥领导干部

“关键少数”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全面落实了领

导干部学法制度，制定了区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计划表，

并严格按照计划开展。

2、深化法律援助工作。前进区法援中心进一步拓宽法

律援助范围，对贫困群众的申请做到应援尽援，2022年全年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48件，认罪认罚案件 92件，接待法律咨

询 1访 240人次。开通线上申请受理，解答法律咨询，建立

“援调对接”机制，对农民工讨薪、赡养纠纷、相邻纠纷等案

件坚持“先调后诉”，尽量降低维权成本，提高法律援助效果。

开启绿色通道，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工作流程，做到当天受

理、当天审查、当天指派，对有特殊困难的受援人实行电话

申请、上门受理。

3、持续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印制了《2022年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推动将《民

法典》纳入各单位中心组学习内容，抓好领导干部、青少年、

企业等重点普法对象学法守法任务。今年以来，先后组织开

展送法进社区、送法进校园等法律“七进”活动，和“4·15”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崇尚法典精神共创美好生活”主题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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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日、12·4国家宪法周等主题法治宣传活动，深入乡村、

社区、企业、公园等地，联系实际，有针对性的与群众面对

面、零距离宣传法律法规，营造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今年

以来共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23 次，宣传覆盖人数逾 1 万余人

次，悬挂条幅 9条，发放法治宣传教育知识手册 5000余份，

各类法治文化宣传用品 2000余份，便民服务卡 500余张。

三、存在问题

虽然 2022年法治建设水平稳定提升，但仍然存在短板

和不足：一是法治监督基础薄弱，监督工作不够全面；二是

部分工作人员的法治素养还有待提升；三是公共法律服务资

源欠缺，法律服务体系有待完善；四是法治工作队伍力量薄

弱，部门内部专业化水平不高。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步工作中，将继续立足区情实际，统筹协调好全面依

法治区工作，将法治宣传教育、法治政府建设等职能统筹、

做优、做强，持续提升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水平。加强对政

府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培训，定期举办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

训班，确保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与其承担的工作任务相适应，

发挥其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重要作用。持续深化综合行政

执法体制改革，加大执法力度。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

普法责任制。加强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工作，通

过政府信息公开等方式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加快推进信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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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改革进程，最大限度降低政府诉讼成本。深入推进矛调

中心规范化建设，整合各类资源，加强调解队伍建设，全面

提升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能力。借助社会监督力量，

不断提高依法治区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