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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夏旭光 刘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依法
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
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
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
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天下之事，莫出于法也。国无法不
治，民无法不立。“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推进法治民政建设，是民政工作践
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举措，是推
进管理创新、提高行政效能的迫切需
要。”10 月 7 日，聊城市民政局党组书
记、局长景志国告诉记者，民政工作关
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
性、基础性工作。近年来，市民政局坚
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问
题入手，加强民政法治建设，以法治建
设引领保障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善用法治思维 促进法治教育

前行中践行初心使命，困难中彰显
为民本色。在排除困难勇毅前行中，更能
彰显“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之坚，更能考
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诚。

法治是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和工作

方法，加强民政法治建设是一项长期
性、基础性工作。市民政局以此来谋划
发展思路、展开发展布局、制定发展举
措、搭建发展队伍、检验发展成效。

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必须要有一
支专业化、高素质的队伍。市民政局抓
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通过宪法、
民法典、慈善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公
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推动领导班
子法律法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筑牢法
治基础。

“八五”普法工作开展以来，市民政
局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
盾，领导干部法治素养不断提高，党员
群众依法办事意识不断增强，有效推动
形成了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
治环境。

市民政局坚持学法考法相结合，全
面提升民政队伍依法行政、依法履责的
能力和水平。推动全体干部职工采取
集中学、个人学、专题学、辅助学等形式
广泛深入学习殡葬、慈善事业、养老服
务等民政业务法律法规，连续3年组织
全市民政干部职工参加普法考试，参与
率、合格率均达 100%。切实把普法宣
传教育贯穿于各项民政工作决策、部署
和落实全过程，不断提升民政干部职工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和

化解矛盾靠法的能力水平。

推动地方立法 健全法治体系

“一年前，老人因患脑血管疾病，生活
无法自理，于是来到鲁西护养院。那时
候，老人需要鼻饲进食、绝对卧床，经过大
半年的专业护理，老人恢复得很好，已经
拔除气管套管，经口进食，每天作息都正
常，也可以坐轮椅了。”10月7日，聊城市
鲁西护养院护士长李兰婷介绍。73岁的
孙志峰老人刚吃过饭，正在李兰婷的陪护
下做健身操，进行康复训练。看着老人逐
渐康复，李兰婷很是欣慰。

失能老年人是指由于身体机能衰
弱、疾病或意外伤害等原因，造成部分
或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群
体。这些老年人需24小时照护，而一些
孤寡、独居、空巢、特困失能老年人，因
无儿无女或子女不在身边，基本生活照
料难以得到保障。

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问题，是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之一。目前，我市
失能老年人数量约为18.3万人，占老年
人口数的14.9%。鲁西护养院拥有护理
型床位200张，目前入住100余人，全部
是半失能、失能和失智老人。

如何提高失能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让他们得到全面照料？如何才能促进

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民之所盼，就是施政所向。市民政
局把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事业作为重
要大事进行谋划推进。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为提升失能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市民政局审时度势、精心谋
划、科学布局，在深入调查论证的基础
上，把握养老服务制度健全窗口期机遇，
探索开展了《聊城市失能老年人照护服
务条例》地方立法工作。市民政局成立
了立法工作组，委托了第三方参与起草，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组织相关部门
进行了会签，最终推动了《聊城市失能老
年人照护服务条例》地方立法。

5月1日，《聊城市失能老年人照护
服务条例》正式实施，成为全国首个对
失能老年人照护作出明确要求的地方
性法规，为我市依法推进失能老年人照
护服务工作、提升照护服务水平提供了
有力法治保障。

推进民政法治建设，是一项综合
性、系统性工程。除了推进《聊城市失
能老年人照护服务条例》地方立法，市
民政局还坚持依法规范政府职能履行，
不断推进各项工作法治化、程序化和规
范化，完善权责清单，从依法科学民主
决策、民政“放管服”改革、执法能力建
设等方面，不断增强执法监管能力、提

升服务发展水平。

弘扬法治精神 守护百姓生活

临清市金郝庄镇金郝庄联合村，通
过征集民意、拟订草案、合法性审查、审
议表决、公布实施等程序，制定了村规
民约，主要涵盖土地管理、社会治安、村
民生产生活秩序、精神文明建设、移风
易俗和乡村振兴等11项内容。同时，充
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鼓励德高
望重的老党员、村民代表、乡贤参与到
村务中来，督导检查村规民约执行落实
情况，推动解决村民普遍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以及阻碍本村发展的痛点问
题。

东昌府区新区街道中巨社区，家属
院分散、老旧小区居多、老龄人口占比
高。该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联合阳光社
工计划，对接辖区家电维修、洗衣、开
锁、配钥匙等店铺，实施“小修小补”信
义工坊便民项目，助推社区“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

民政连着民心，民心感受幸福。社
区是社会治理的末梢，也是基层治理的
重点。为更好地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
务，全面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市民政局弘扬法治精神，以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法治化，持续推动制度之

治、规则之治，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
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市民政局着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解决问题，深入村（社区）开展调
查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以
开展专业服务为抓手，引导多元主体参
与，着力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
题，打造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坚强堡
垒，努力让社区成为居民放心、安心、舒
心的港湾。

市民政局坚持在城乡社区协商中
吸纳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代表、社区
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代表参与，借助
社会工作专业指导及社会力量协商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现了基层多层
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专业化、精细化；
健全群众自治制度，推动城乡社区全部
制定居民自治章程、村民公约和村规民
约，目前，全市 2166 个行政村和 244 个
城市社区严格按照征集民意、拟订草
案、合法性审查、审议表决、公布实施五
个程序修订了村规民约。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
之前提。景志国表示，市民政局将继续
牢固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
织密扎牢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网，深入推
进民政改革创新，在新征程上书写民生
幸福新答卷，为推动“六个新聊城”建设
贡献民政力量。

以法治力量守护民生福祉
——市民政局法治政府建设综述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王广隆

“今年的中秋节，对于我们一家人
来说，尤为不一样。”10月6日，即将离
开老家回到工作岗位的范甲眼里泛起
泪花。

几年前，范甲的哥哥范乙因一时
冲动犯下大错，被判在山东省聊城监
狱服刑。当时，范甲的父亲一时接受
不了这样的现实，将入监通知书藏了
起来，也没有告诉家人。这些年，范甲
每每问起哥哥，都会听到父亲不耐烦
的话语：“没人知道他在哪儿，在我面
前不要提他。”

虽然父亲态度强硬，但范甲总能
感觉到父亲心里有秘密。“尤其是逢年
过节，父亲总是不开心，经常一个人坐
着发呆。”范甲说，“我心里隐约感觉到
父亲是知道我哥哥的下落的，只是不
愿跟我们说。”

今年2月，一次偶然的机会，范甲
在网上看到了哥哥的减刑裁定公示。

“无法想象他竟然成了一名罪犯，对我

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范甲说。之后，
父亲也不再掩饰：“他是家里的耻辱，
一想起他我就感觉丢人。”哥哥触犯法
律，必须承担应有的惩罚，但范甲一直
想知道哥哥在监狱改造得到底怎么
样。

9月初的一天，范甲从外地回到聊
城，鼓起勇气来到聊城监狱打探情
况。站在监狱门口，看着高高的围墙，
范甲一时手足无措。徘徊良久后，范
甲恰好碰到了狱政科负责人，这名负
责人帮范甲联系了范乙所在监区的负
责人。监区负责人从狱内赶出来接待
了范甲，并详细介绍了范乙的现状和
改造表现。“在我的印象中，监狱是神
秘恐怖的地方，但聊城监狱干警亲切
的态度让我非常感动。”范甲说，“我的
家人是罪犯，但他们并没有歧视我，反
而温言细语地安慰我。”

之后，聊城监狱按照规定为范家
兄妹安排了会见。见到魂牵梦萦的哥
哥，范甲泪流满面，一时哭得说不出话
来。让她没想到的是，哥哥的表现反
而非常平静：“妹妹不要伤心，能见到

你我非常高兴。我给被害人和社会造
成了伤害，服刑是我应该承担的。监
狱的干警都很关心我们，我在这里吃
得好睡得好。我会继续好好改造，争
取早日与你们团聚。”

更让范甲没想到的是，9月27日，
聊城监狱举办了中秋节开放日暨亲情
帮教活动。在范乙申请和监区综合考
察后，当天，范甲来到聊城监狱与哥哥
再次见面。而这一次，他们的父亲也
来到了现场。“你要听监狱领导的话，
好好改造，出去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看到儿子精神状态很好，并深
深忏悔，老人强忍激动的心情，语重心
长地对儿子说。

一个月里与哥哥见面两次，范甲
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慨。“哥哥心态良
好、身体健康，是聊城监狱干警教育感
化的结果，我打心眼儿里感谢他们。”
范甲说，“尤其是中秋节前父亲与哥哥
见了面，中秋节家人一起吃饭时，父亲
的情绪也好转了不少。”

“亲情帮教，有利于缓解罪犯的思
念之情，帮助罪犯树立改造信心，也能

让罪犯家属感受监狱执法环境的公
平、公正、文明。”聊城监狱党委书记、
监狱长梁洪光介绍，今年，聊城监狱已
开展了6次开放日活动，352名罪犯家
属参与了亲情帮教活动。

当天的活动中，153名社会各界人
士参观了罪犯劳动、生活和伙食制作
现场，全方位了解了罪犯日常生活和
教育改造情况。参观结束后，大家观
看了亲情帮教纪录片《目送》。纪录片
详细展现了恢复常态化执勤模式以来
聊城监狱历次亲情帮教活动的情景，
服刑人员真心悔过、真情流露的话语
充分反映了聊城监狱“每改造好一名
罪犯，就挽救一个家庭，和谐一片社
区，稳定一方百姓”的教育改造理念。

让阳光穿越高墙，用真情救赎灵
魂。“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会帮教长效机
制、整合社会帮教资源，吸引社会各界
力量参与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为新生
播下希望的种子，助力罪犯教育改造
质量持续提升，为平安聊城建设贡献
力量。”梁洪光介绍。

阳光，穿越高墙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霍文戎

“村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好，
我是大家身边的‘普法小主播’。今天
除了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民法典的常
识外，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习防范电信
诈骗的小知识。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
起，民法典就与我们紧密相连……”10
月5日一大早，冠县贾镇丁庄村的大喇
叭里响起了“普法小主播”的声音。

村民郭家彩说：“今天听了‘普法
小主播’讲的遇见欺诈行为如何维权、
没有子女的老人如何安享晚年等知
识，让我受益匪浅！”丁庄村网格党支
部书记钱占峰也对“普法小主播”赞不
绝口：“以前村民遇到法律问题不知道
该怎么办，学法很枯燥，现在连老年人
都愿意听普法了，希望以后多播放这

类普法广播。”
今年8月以来，冠县司法局积极创

新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方式，录制了系
列“普法小主播”音频在全县农村播
放。音频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
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对
于农村部分文化程度不高、不会用智
能手机的人群，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
果，进一步提高了法治宣传教育的覆
盖面和知晓率。

普法音频的录制，不仅增加了“普
法小主播”自身法律知识的积累，也提
升了对青少年群体的普法宣传效果。
孩子们用纯净稚嫩的声音向群众普及
法律知识，更具亲和力、吸引力，更能
深入听者的心。“普法小主播”这种宣
传方式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的认可，
实现了普法形式喜闻乐见、普法教育
深入人心。

冠县普法战线有了“小主播”

10月8日，茌平区杜郎口派出所民警在鲍庄新村帮助农民晒粮。当下正值“三秋”时节，杜郎口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51个村庄，帮助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体收
获玉米、晾晒粮食，宣讲秸秆禁烧、禁毒和反诈知识。 ■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马芹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听了有
关法律问题的讲解后，真的增长了很
多法律知识。”“是啊，特别是律师们上
门普及法律知识，省去了我们专门去
咨询的麻烦。”10月6日，说起法治宣传
进企业活动，东昌府区德润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员工纷纷表示。

东昌府区司法局“法惠昌民”党代
表工作室联合柳园司法所到德润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法
治宣传进企业”主题活动，通过宣传法
律知识，讲解法律问题，进一步增强企
业职工法治素养，营造全民学法、知
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活动中，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
事务所律师向企业职工讲解了民法典
中关于婚姻家庭、民间借贷、邻里纠纷
等相关内容的规定，并详细解答了职
工现场提出的关于财产继承、物业管
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方面的法律
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发放了相关普法
宣传书籍，并详细介绍了人民调解、法
律援助、公共法律服务等与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司法行政工作。

东昌府区司法局将持续开展“法
治宣传进企业”活动，积极维护企业和
职工的合法权益，为企业健康发展营
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东昌府区司法局

送法进企业 普法入人心

10月7日，东昌府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咨询窗口，执业律师正为群众解答有
关民间借贷纠纷的问题。

东昌府区法律援助中心以推动法律援助便捷化、精准化、优质化为目标，积极
探索法援惠民新模式，优化法律援助服务体系，提升法律援助质量，擦亮了“法之
援·爱无疆”法援服务品牌。 ■ 本报记者 王军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