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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宁 市 人 民 政 府
济政字〔2024〕1 号

济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 2023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

2023 年，济宁市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法治思

想为指导，大力实施“1343”法治提升工程，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依法办事，率先突破法治政府建设，成功创建全省法治政府建设

示范市，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

责任人职责

（一）高站位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

府常务会议等研究法治建设重点工作 7 次、学法 17 次，主要领

导对法治建设重点工作作出具体批示 57 次。市委全面依法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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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及各协调小组和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 29 次，研究法治政

府建设等事项。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市委党校主题班次 10 个，

组织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教育活动 380 余场次。

（二）“四述法+四评议”述法工作机制不断深化。市委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省电视台“书记话法治”栏目，推广法治济宁经

验做法。截至 2023 年底，全市已有 42 个市直部门单位完成专题

述法。在《济宁日报》开设“县市区委书记谈法治”专栏，部分

县市区创新开展“一把手电视述法”。

（三）法治督察工作效能进一步提升。启动开展第二轮法治

巡察，对 9 个市直部门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法治督察。

建立分类督察机制，开展专项法治督察 6 次，解决 308 项法治重

点问题，实现市县乡法治督察全覆盖。深化法治领域改革，推动

完成 22 项重点改革任务，出台加强市县乡法治建设实施意见，

全面提升各级法治建设水平。

二、坚持依法行政，高起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一）聚焦稳步科学立法。科学制定 2023 年立法计划，完

成立法项目 8 件，包括地方性法规 3 件、市政府规章 2 件、调研

类项目 3 件。在全国率先出台《大运河岸线保护管理条例》，法

治护航大运河绿色发展。

（二）聚焦依法依规决策。发布《重大行政决策工作指引》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指引》，2 部指引被省司

法厅发文推广。深化合法性审核信息系统应用，系统共流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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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8 件，有关做法被司法部官网刊发。济宁市在首届全国“行

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与高质量建设”研讨会作典型发言。

（三）聚焦健全执法监督体系。扎实做好全国行政执法监督

与 12345 合作机制试点、全省电子证照试点等工作任务，启动提

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优化执法监督“三平台”功能，累计

网上办案 120933 件、汇集监管数据 236 万条、开展电子案卷评

查 220 份、培训执法人员 7.8 万人次，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顺利承办全国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业务工作培训班，执法

监督做法得到司法部充分肯定。

（四）聚焦提升复议应诉水平。开发济宁“云复议”程序，

编印《行政复议标准体系》，全市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 2288 件，

同比增长 142%，首次超过行政诉讼数量；纠错率 10.43%，调解

和解率 21.89%，复议后诉讼率同比降低 5.49%，复议化解行政争

议主渠道作用不断彰显。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 100%。

三、坚持护航中心，高质量打造法治营商环境

（一）全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行审批事项“清单管理”，

清单涵盖政务服务事项 993 项，涉及市县乡三级，其中行政许可

425 项，行政备案等“6+1”类政务服务事项 568 项，市级实施

事项 684 项，县级实施事项 774 项，乡镇实施事项 23 项。

（二）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搭建“爱山东·济 e 办”政

务服务平台体系，完成市县乡村四级网上服务站点全覆盖，993

项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全部上网运行，网上可办率接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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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电子证照系统建设，实现 107 类高频电子证照在政务服务领

域全面应用。

（三）全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出台《济宁市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四张清单”，全市共办理“不罚

轻罚”案件 23293 件，不予实施强制措施案件 52 件，受益企业

20182 家。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发布《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

涉及22个执法领域、345项，法治护企、惠企、暖企成效不断显现。

四、坚持法治为民，高质效提升法律服务水平

（一）擦亮“和为贵”人民调解品牌。全市建立“和为贵”

人民调解室 4750 个，现有专兼职调解员 18607 名。全年共调处

矛盾纠纷 6.72 万件，调解成功率 98%以上。2 个调委会荣获全国

模范调解委员会称号、5 名人民调解员荣获全国模范调解员称号。

开展司法协理员制度试点，全市共有司法协理员 490 人，司法所

所均工作人员 5 人以上，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

（二）丰富普法宣传形式。深入实施“八五”普法，完成中

期评估，强化宪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宣传，实施法治文化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举办首届法治文化节，开展“法治微电影（动漫）”

评选，举办惠民演出 439 场次。在全国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济宁作为全省唯一地市代表作典型发言。

（三）提升法律服务水平。选聘新一批党政法律顾问，深化

“党政法顾通”使用，累计处理服务事项 333 件。倡树一批“满

意律师事务所”“满意律师”典型，律师队伍能力作风更加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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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加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出台《济宁市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规划（2022—2025 年）》《济宁市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清

单》，推动服务智能终端向镇（街道）村（居）延伸。济宁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被确定为全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

点。全市受理法律援助案件同比增长 23.27%；12348 接听群众来

电同比增长 12.34%，法律服务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存在着法治文化建设的影响力需要进一

步加强，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效能需进一步提升等方面的问题，

需要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加大力度，切实加以解决。

2024 年，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将以“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市”为主线，全力抓好“三化”建设，强势推进法治建设提升、

依法行政提能、营商环境提优、法治宣传提效、法律服务提标、

基层基础提档“六项行动”，推动法治济宁、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为济宁现代化强市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特此报告。

济宁市人民政府

202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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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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