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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丽姣

行政应诉工作成绩领跑全省，庞大
的基层矛调队伍画出“法治为民、服务群
众”同心圆，逐步升级法治化营商环境筑
牢护企“暖心巢”……法律是治国之重
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作为法治建设
的排头兵，聊城市司法局先行先试、率先
突破，在行政立法、行政复议应诉、执法
监督、公共法律服务等方面作出了有益
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

创先——
行政应诉工作持续领跑全省

10月10日，《聊城市创新“1+3”行政
应诉模式，提升法治政府建设质效》获评
第二届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是
全国历届唯一获评的行政应诉项目。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100%、
各部门联动化解行政纠纷、以行政案件
定期排查倒逼行政机关补齐依法行政

“短板”……近年来，我市司法行政机关
动真碰硬，给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扎紧“紧
箍咒”。

7月份，莘县某公司诉莘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及莘县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在莘县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莘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
记、局长徐凤华作为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
出庭应诉，该局部分股室负责人参加观摩
庭审。

开庭前，徐凤华认真查阅案件材料，
听取相关科室和代理律师意见，充分做
好各项应诉准备工作。同时，耐心听取
原告诉求，积极发表意见建议，并主动提
出行政争议和解，最终三方当庭达成和
解意向，原告某公司撤诉，顺利化解了行
政争议。

这是我市常态化推进行政机关主要
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真实写照。2019 年
以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委
依法治市办公室等先后 6 次印发《聊城
市行政应诉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党政
主要负责人为严格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
任人，要求各级负责人积极出庭应诉、参
与纠纷化解，“告官见官”成为我市行政
应诉的“规定动作”。

“我们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率100%的基础上，持续在提升主要负责
人出庭应诉率上下功夫，在变‘出庭又出
声’为‘出声又出彩’上做文章，将行政机
关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作为全市法治政
府建设的重要指数，作为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标尺，切实化解行政争议，
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市司法局党
组书记、局长商光胜说。

截至 9 月底，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率连续39个月保持100%，主要
负责人出庭应诉占比高达36.85%，成功
化解各类行政纠纷277件。一审案件发
生率同比降低15.98%，全市行政机关败
诉率降至5.07%，我市行政应诉工作成绩
继续保持全省第一。

创新——
打造“有事来聊”特色调解品牌

2803 个人民调解组织、13923 名人
民调解员，61 家律师事务所、1065 名律

师，79家基层法律服务所、420名法律服
务工作者，4228名“法治带头人”、10130
名“法律明白人”、1111 名基层法律顾
问……这支庞大的队伍，撑起了我市基
层矛盾调解的一片天空。他们活跃在基
层一线，画出“法治为民、服务群众”的同
心圆，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今年 3 月份，高唐县王某等三人到
淄博市高青县打工。完工后，工资款未
结清，包工头李某拒不露面，经高青县劳
动部门联系，李某确认尚欠工资款，并签
署支付协议，答应于4月30日前支付欠
款。到期后，李某并未支付欠款，三人无
奈向高唐县法律援助中心请求代理诉
讼。

“合同履行地经支付协议确认为高
青县，被告所在地是昌乐县，我们无法给
予法律援助，只能到起诉地申请。”高唐
县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梁书磊说，他帮
三人联系了一家法律服务所。

案件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被
告李某只是经办人。由于案件复杂，高
唐县司法局派出精干专职调解员张洪礼
牵头组建调解小组。张洪礼与李某沟通
后，到其所在地调查。

调查走访发现，这笔工资款被发包
方以质量押金的形式扣发。于是，张洪
礼与发包方项目部经理取得联系，确定
7月下旬对李某承包的项目结账付款。

发包方结账后，李某对三人工资款
的事实、数额进行了确认，并达成调解协
议。7月28日，3名当事人来到高唐县调
解中心领取了全额工资款。“王某等3人
能讨回欠薪，得益于‘有事来聊，高能调
解’工作机制。”张洪礼说。

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创新服务模式，
探索多元矛盾化解机制，打造“三心联
动、两所共建、两员融合、一站式矛盾纠
纷化解”调解模式，重点培树“有事来聊·
畅所欲言”“有事来聊·莘情调解”“有事
来聊·高能调节”“有事来聊·法润东阿”
等“有事来聊”特色调解品牌，一批批特
色调解组织在水城大地遍地开花，现已
覆盖全市所有乡镇（街道）。

“有事来聊”特色品牌调解室为群众
提供了一个“说事拉理”的专业场所，让
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决所有事”，实现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开展矛盾纠纷
排查6490次，预防矛盾纠纷2985件，调
解矛盾纠纷8666件。

创优——
构建立体化“大普法”格局

从“七五”普法到“八五”普法，市司
法局不断探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
任制构建“大普法”工作格局。“我们积极
推动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落实国
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实
施意见》，将‘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纳入‘八五’普法规划重要内容。”市司法
局党组书记、局长商光胜说。

市司法局对“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落实情况实行电子台账管理，在全省率
先研发应用了“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信
息管理系统，对各部门普法工作的开展
实行动态化智能监管，同时，在全市开展
了“谁执法谁普法”示范点创建活动，打
造了一批示范创建先进单位，并制定普
法责任清单，形成分级负责、协作配合、
共同参与的大普法工作格局。

“智慧普法”便民服务平台收录806

部法律，1111部行政法规，22791部地方
性法规，为公众提供智能法律咨询、法律
法规库、司法案例库、普法宣传、综合信
息查询等公共法律服务，供群众自助查
询；市司法局组织“普法团”走进村居、社
区、学校，开展“沿着黄河去普法”、中小
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比赛等普法宣传
活动……市司法局线上线下同步发力，
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全市法治宣传教育，
普法宣传实现全方位、无死角覆盖。

近年来，市司法局探索推行了精细
化学法、差异化考法、精准化讲法、一体
化述法“四化”新模式，增强领导干部学
法用法的积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
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素养。自
2022年6月开始，对全市37个系统，300
多个单位，18219名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分
系统考试，37 个系统部门开展“领导干
部讲法课”活动。

“我们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工
作模式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创新，走出了
一条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
破解学法考法难题的科学发展之路。”市
司法局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李青说。
市司法局通过开展“谁执法谁普法”工
作，构建了齐抓共管的“大普法”格局，取
得四个提升：即全市国家工作人员法治
水平显著提升；部门单位普法积极性和
主动性显著提升；社会公众法律素养显
著提升；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意
识显著提升。

创效——
法治化营商环境“再升级”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
而法治环境是衡量一个地区营商环境好
坏的关键指标。市司法局将优化法治环
境作为重中之重，推行“企业吹哨、法治
报到”工作模式，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
法治助力。

2019 年，乙企业向银行贷款，甲企
业担保。2021 年2 月份，乙企业经营不
善倒闭，无力偿还剩余贷款，银行要求甲
企业一次性还清乙企业所欠贷款。2021
年3月11日，甲企业负责人来到临清市
司法局松林司法所寻求法律服务帮助。

松林司法所工作人员先后到两家企
业调查，得知如果一次性偿还贷款，甲企
业将面临倒闭。考虑到甲企业倒闭对所
在地区就业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司
法所工作人员联合基层法律顾问，向银
行案件委托人说明甲企业面临的处境和
调解意愿。

在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调解下，银行
与甲企业达成由甲企业采取分期付款的
形式每月向银行还款 3 万元协议，既维
护了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又保证了企
业的正常运行。

这是以法治“硬核”打造最优营商环
境的一个生动展现。我市健全完善中小
企业律师法律服务代理机制，为中小微
企业提供精准专业、量身打造的法律服
务，通过与辖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深度对接，努力为全市民营经济发
展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坚实法治保障。

日前，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再出新
举措——聊城市委依法治市办会同有
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这是我市法
治化营商环境“再升级”的一个缩影。

“《若干措施》共 18 条 36 项具体举
措，明确了一揽子制度和措施，为企业健
康发展提供全流程、全链条、全方位的法

治保障，其中《聊城
市法治化营商环境
工 作 评 价 指 标 体
系》为全省首创，使法治
化营商环境可量化、可
评价、更精准。”商光胜
介绍。

聊城市司法行政机
关坚持法治为民初心，
切实转变执法司法理
念，准确把握法律与政
策界限，坚持实体公正
与程序公正并重，推动
法治保障与法治
保护相结合，以
点带面，以局部
辐射到整体，为
改善营商环境保
驾护航，赋能新
发展。

深耕法治沃土
扬帆美好未来

——聊城市司法局推进法治建设亮点回顾

■ 梁丽姣

行政应诉工作成绩领跑全省，庞大的基层矛盾调解队伍画出“法治为民、服务群众”同心圆，逐步升级法治化营商
环境，筑牢护企“暖心巢”……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作为法治建设的排头兵，聊城市司法局先行先
试、率先突破，在行政立法、行政复议应诉、执法监督、公共法律服务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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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聊城市创新“1+3”
行政应诉模式，提升法治政府建设质
效》获评第二届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项目。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
100%、各部门联动化解行政纠纷、
以行政案件定期排查倒逼行政机
关补齐依法行政“短板”……近年
来，我市司法行政机关动真碰硬，
给 行 政 机 关 依 法 行 政 扎 紧“ 紧 箍
咒”。

7月份，莘县某公司诉莘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及莘县人民
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在莘县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莘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凤华作为行政机
关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该局部分股室
负责人观摩庭审。

开庭前，徐凤华认真查阅案件材
料，听取相关科室和代理律师意见，
充分做好各项应诉准备工作。同时，
耐心听取原告诉求，积极发表意见建
议，并主动提出行政争议和解，最终
三方当庭达成和解意向，原告某公司
撤诉，顺利化解了行政争议。

这是我市常态化推进行政机关
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真实写照。
2019 年以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

公室、市委依法治市办公室等先后6
次印发《聊城市行政应诉管理办法》
等文件，规定党政主要负责人为严格
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要求各级
负责人积极出庭应诉、参与纠纷化
解，“告官见官”成为我市行政应诉的

“规定动作”。
“我们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率100%的基础上，持续在提升主要
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上下功夫，在变

‘出庭又出声’为‘出声又出彩’上做
文章，将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出庭应
诉作为全市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
数，作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

标尺，切实
化解行政争议，
维护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市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商光胜
说。

截至9月底，全市行政机关负责
人 出 庭 应 诉 率 连 续 39 个 月 保 持
100%，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占比高达
36.85%，成功化解各类行政纠纷 277
件 。 一 审 案 件 发 生 率 同 比 降 低
15.98%，全市行政机关败诉率降至
5.07%，我市行政应诉工作成绩继续
保持全省第一。

创先——行政应诉工作持续领跑全省

2803 个人民调解组织、13923 名
人民调解员、61 家律师事务所、1065
名律师、79家基层法律服务所、420名
法律服务工作者、4228 名“法治带头
人”、10130名“法律明白人”、1111名
基层法律顾问……这支庞大的队伍，
撑起了我市基层矛盾调解的一片天
空。他们活跃在基层一线，画出“法
治为民、服务群众”的同心圆，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
强。

今年 3 月份，高唐县王某等 3 人
到淄博市高青县打工。完工后，工资
款未结清，包工头李某拒不露面，经
高青县劳动部门联系，李某确认尚欠

工资款，并签署支付协议，答应于4月
30日前支付欠款。到期后，李某并未
支付欠款，王某等3人无奈向高唐县
法律援助中心请求代理诉讼。

“合同履行地经支付协议确认为
高青县，被告所在地是昌乐县，我们
无法给予法律援助，只能到起诉地申
请。”高唐县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梁
书磊说，他帮王某等3人联系了一家
法律服务所。

案件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
被告李某只是经办人。由于案件复
杂，高唐县司法局派出精干专职调解
员张洪礼牵头组建调解小组。张洪礼
与李某沟通后，到其所在地进行调查。

张洪礼通过调查走访发现，这笔
工资款被发包方以质量押金的形式
扣发。于是，张洪礼与发包方项目部
经理取得联系，确定7月下旬对李某
承包的项目结账付款。

发包方结账后，李某对三人工资
款的事实、数额进行了确认，并达成
调解协议。7月28日，王某等3人来
到高唐县调解中心领取了全额工资
款。“王某等3人能讨回欠薪，得益于

‘有事来聊，高能调解’工作机制。”张
洪礼说。

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创新服务模
式，探索多元矛盾化解机制，打造“三
心联动、两所共建、两员融合、一站式

矛盾纠纷化解”调解模式，重点培树
“有事来聊·畅所欲言”“有事来聊·莘
情调解”“有事来聊·高能调节”“有事
来聊·法润东阿”等“有事来聊”特色
调解品牌，一批特色调解组织在水
城大地遍地开花，现已覆盖全市所
有乡镇（街道）。

“有事来聊”特色品牌调解室为
群众提供了一个“说事拉理”的专
业场所，让群众“只进一扇门、解决
所有事”，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今年上半
年，全市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6490
次，预防矛盾纠纷2985件，调解矛
盾纠纷8666件。

创新——打造“有事来聊”特色调解品牌

从“七五”普法到“八五”普法，
市司法局不断探索，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责任制，构建“大普法”工
作格局。“我们积极推动市委、市政
府 出 台《关 于 推 进 落 实 国 家 机 关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实
施意见》，将‘谁执法谁普法’普法
责任制纳入‘八五’普法规划重要
内容。”商光胜说。

市司法局对“谁执法谁普法”责
任制落实情况实行电子台账管理，在
全省率先研发应用了“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制信息管理系统，对各部门
普法工作的开展实行动态化智能监

管，同时，在全市开展了“谁执法谁普
法”示范点创建活动，打造了一批示
范创建先进单位，并制定普法责任清
单，形成分级负责、协作配合、共同参
与的大普法工作格局。

“智慧普法”便民服务平台收录
806 部法律、1111 部行政法规、22791
部地方性法规，为公众提供智能法
律咨询、法律法规库、司法案例库、
普法宣传、综合信息查询等公共法
律服务，供群众自助查询；组织“普
法团”走进村居、社区、学校，开展

“沿着黄河去普法”、中小学生“学宪
法 讲 宪 法 ”比 赛 等 普 法 宣 传 活

动……市司法局线上线下同步发力，
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全市法治宣传教
育，普法宣传实现全方位、无死角覆
盖。

近年来，市司法局探索推行了精
细化学法、差异化考法、精准化讲法、
一体化述法“四化”新模式，增强领导
干部学法用法的积极性、针对性和实
效性，着力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
法治素养。自2022年6月开始，对全
市37个系统、300多个单位、18219名
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分系统考试，37个
系统部门开展“领导干部讲法课”活
动。

“我们对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
工作模式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创新，走
出了一条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
化手段破解学法考法难题的科学发
展之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政治处
主任李青说。市司法局通过开展“谁
执法谁普法”工作，构建了齐抓共管
的“大普法”格局，取得四个提升：即
全市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水平显著提
升；部门单位普法积极性和主动性显
著提升；社会公众法律素养显著提
升；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意
识显著提升。

创优——构建立体化“大普法”格局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
壤，而法治环境是衡量一个地区营商
环境好坏的关键指标。市司法局将
优化法治环境作为重中之重，推行

“企业吹哨、法治报到”工作模式，为
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法治保障。

2019年，乙企业向银行贷款，甲
企业为其担保。2021年2月份，乙
企业经营不善倒闭，无力偿还剩
余贷款，银行要求甲企业一次
性 还 清 乙 企 业 所 欠 贷 款 。

2021年3月11日，甲企业负
责人来到临清市司法局

松林司法所寻求法律
帮助。

松 林 司
法 所

工作人员先后到两家企业调查，得知
如果一次性偿还贷款，甲企业将面临
倒闭。考虑到甲企业倒闭对所在地
区就业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司法
所工作人员联合基层法律顾问，向银
行案件委托人说明甲企业面临的处
境和调解意愿。

在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调解下，银
行与甲企业达成协议，由甲企业采取
分期付款的形式每月向银行还款3万
元。这样既维护了金融机构的合法
权益，又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行。

这是以法治“硬核”打造最优营
商环境的一个生动案例。我市健全
完善中小企业律师法律服务代理机
制，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精准专业、量
身打造的法律服务，通过与辖区民营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深度对接，努

力为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优质法
律服务和坚实法治保障。

日前，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再出新
举措——聊城市委依法治市办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这
是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再升级”的
一个缩影。

“《关于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的若干措施》共 18 条 36 项具体
举措，明确了一揽子制度和措施，
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全流程、
全链条、全方位的法治保障，
其中《聊城市法治化营商
环境工作评价指标体
系》为全省首创，使法
治化营商环境可量
化、可评价、更精

准。”商光胜介绍。
聊城市司法行政机关坚持法治

为民初心，切实转变执法司法理念，
准确把握法律与政策界限，坚持实体
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推动法治保障
与法治保护相结合，以点带面，以局
部辐射整体，为改善营商环境保驾护
航，赋能新发展。

创效——法治化营商环境“再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