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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完善五大体系 法治江西铿锵前行

□ 本报记者 黄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法治思想，牢牢抓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等关键环节，健全完善法规规章、行

政权力运行、公共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教育和矛盾

纠纷化解等五大体系，法治江西建设蹄疾步稳、铿

锵有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

保障。

用法治硬核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江西聚焦全省营商环境中的热点、难点、焦点

问题，发挥立法职能作用，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有

力的法治保障。

　　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依法治省办

主任尹建业介绍说，为解决办事创业环节多、耗时

长、效率低，市场监管执法不够规范、司法保护不

够有力等问题，江西出台了《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将现有的政策、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

度，促进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入法治化、规范

化轨道。

　　良法，善治之前提。据统计，3年来江西共完成

22件地方法规和13件省政府规章的审查修改

工作。

　　江西旅游资源丰富，因旅游消费引起的纠纷，

如果得不到快速有效处理，很容易损害游客的合

法权益，降低旅游体验。

　　为此，江西出台了全国首部旅游者权益保护

地方性法规《江西省旅游者权益保护条例》，并首

创旅游购物“先行赔付”制度，为广大游客“乐游江

西”提供法治保障。

　　“此外，江西还制定了多个地方性法规，填

补了经济领域的法律空白。”省委依法治省办秘

书处处长胡大德说，例如，针对“先天建设不足、

后天管养不够”的农村供水短板，及时出台《江

西省农村供水条例》，切实推进农村供水行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企业+协会+用户”的多

元共治新格局。

　　不破不立，以立促破。江西结合机构改革，分

两批一揽子清理了155件地方性法规和117件省政

府规章，努力消除“中梗阻”，打通政策落实“最后

一公里”。

率先实现省市县法律顾问团全覆盖

　　2020年5月，江西省住建厅举办“关于住房城

乡建设行政处罚”法治讲座，邀请厅法律顾问张海

宝律师授课。张海宝运用司法案例，从行政处罚原

则、种类、主体、适用、决定、程序等方面，对行政执

法涉及的重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早在2014年，江西就出台了《关于在全省普遍

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2019年又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法律顾问团工作的通知》，并率先在全

国实现省市县三级法律顾问团全覆盖。

　　法律顾问团充分发挥“法律智库”的作用，从

文件起草、辅助决策、防控风险、化解矛盾等全方

位多角度，为重大行政决策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数据显示，江西三级法律顾问团参与地方立

法和规范性文件审查、起草和论证4914次，参与重

大决策法律论证11541次，参加重大合同、项目洽

谈、签约3622次，协助处理重大案（事）件783次。

　　规范权力运行是法治的客观要求。江西坚持用

法治来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理顺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江西健全政府重大

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

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建立决策后的跟踪反

馈和纠偏纠错制度，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朝令夕

改”等问题。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省委依法治

省办向社会公布省本级45个行政执法主体，并出

台行政机关音像记录设备配备办法，督促各级行

政执法部门设立法制审核机构或岗位。

　　全面推行“掌上办、网上办、邮寄办、预约办”，

实现省市县乡四级政务服务中心全覆盖。推行延

时错时预约服务，全省政务服务365天“不打烊”；

“赣服通”3.0版正式上线，116个数据孤岛全部打

通，56项全省性服务实现“无证办”。

法治之光引领社会有序前进

　　家住鄱阳湖之滨的庐山市苏家垱乡村民杜阿

珍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通过“江西法律服务掌上

通”App平台选择了一名法律援助律师。耗时两年多

未结的打工款，使她走上了法律维权之路。

　　江西的法治进程也在这个小小的举动中，实

现了与普通大众的“精准交汇”。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再也不是空洞

的口号，而是真真切切存在于百姓身边。

　　江西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全省数

万名法律服务专业人才会合在一起，打造全国规

模最大、覆盖最广、功能最全、技术最强的“法务

云”平台，为群众提供找得着、用得了、有保障的公

共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足不出户；手指一触，网上自助。这

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今在江西已变成现

实。据统计，平台上线以来，累计办理群众和企业

法律诉求15.9万件，尤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办理涉疫法律诉求5万余件，为6000余户企业

提供法律服务2万余次。

　　据了解，江西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与工商联均

建立了联系协调机制，组织律师入驻省非公有制

企业维权服务中心。2020年，“法治体检”覆盖民营

企业1578家、各类商会244家，解答法律问题5209

个，帮助企业化解困难681个。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法治之光已

普照赣鄱大地，为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

江西营造浓厚氛围。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胡佳佳 为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重点整治司法顽瘴痼疾，把为民办实事落

到实处，江西省法院于今年4月起试运行赣法民意中心，进一步畅

通诉求反映渠道，规范诉求办理机制，建立健全群众满意度评价制

度，为全面排查法院领域顽瘴痼疾，推动分类施策、靶向整治提供

“第一手资料”。

　　据介绍，赣法民意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江西法院

12368热线“一号通办”服务基础上，全面升级工作机构、系统平台、

基本制度和工作机制，将诉讼群众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网络等渠

道反映的事项汇聚到中心，进行分类处置、集中分流、统一督办，做

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切实兑现群众司法诉求“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反馈、人人有评价、次次有落实”的承诺。

　　该中心试运行以来，共接收办理群众诉求1.6万余个，向全省

法院建立分派工单1100余个，热线服务满意度99.5%，工单办理满

意度92.3%。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王力慧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

以来，江西省监狱管理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和省司法厅党组的工

作要求，结合实际，三措并举，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全省监狱系统

纵深开展。

　　加强安排部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局党委和各监狱党委

成立领导机构和工作专班，制定实施方案，推动全系统党史学习教

育启动迅速、开局良好。

　　积极守正创新，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紧扣深学细悟，开展

示范引领学、红色走读学、宣讲阐释学、线上线下学、沉浸体验学

“五学”活动。结合当前监狱民警周轮换执勤模式，构建每周一日常

态化集中学习制度；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实地开展主题教育；

举办英模事迹宣讲等活动，生动阐释党史蕴藏的精神内涵；策划各

种知识竞赛，在线上线下营造深厚氛围。

　　切实转变作风，推动学习教育见行见效。注重把党史学习教育与队

伍教育整顿和监狱综合治理结合起来，有效防止学习工作“两张皮”。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胡文星 聚焦平安建设、保障人

民安宁，厚植“三农”情怀、赋能乡村振兴……江西省检察机关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全过程，积极推进12个重点项目，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为进一步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江西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打击

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打击整治破坏稀土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严惩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开展深化“守护鄱阳湖”检察

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着力督促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落实食

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群众利益无小事。江西检察机关着力办好群众身边“小案”，聚

焦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持续加强法律

监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开展高空抛物、

坠物专项整治、城市窨井盖问题等专项治理。同时，落实“应听尽

听”要求，实现全省三级检察院、“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听证全

覆盖。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刘波 近年来，江西省公安机关

传承红色基因，铸牢时代警魂，突出问题导向，注重实战实效，推动

全省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一系列重大改革措

施和成果走在全国公安系统和省直单位前列。

　　为落实长江“十年禁渔”重大决策部署，江西省公安厅成立了

长江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和智慧防控

机制，组建“警航队”参与水域巡逻执法。

　　江西公安推动深化辅警管理改革纳入省委深改委重大改革项

目，高质量完成《江西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起草，并

经省人大常委会全票表决通过，实现了全省辅警立法从无到有的

重大突破。

　　围绕发展要求和群众诉求，江西公安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

推出“跨省办理”“不见面审批”等服务新模式。

　　改革势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2020年，江西省公众安

全感达98.87%，满意度为98.31%，与2019年相比分别上升0.93%、

0.52%，再创历史新高。

赣法民意中心剑指司法顽瘴痼疾

江西检察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江西公安多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江西监狱纵深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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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曹鑫

　　地处武夷山脉和罗霄山脉交

汇处的江西省会昌县，有着赣粤

闽“三省通衢”之称。

　　会昌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县。近年来，会昌强力推进脱贫攻

坚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积极

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交出了

一份脱贫与发展的亮丽答卷。

2019年4月，会昌成功摘帽脱贫。

　　说起会昌的脱贫攻坚，不得

不提增丰村。4月30日，《法治日

报》记者走进该县麻州镇增丰村，

实地感受这个昔日贫困村脱贫后

迈入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

　　增丰村曾是深度贫困村，全

村398户1798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54户245人。“以前进村是一

条田埂烂泥路，村里基础设施极

差，残垣断壁的土坯房、空心房随

处可见。”村支书曾检明回忆说。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该村按

照“产业优先、设施完善、服务均

等、脱贫到户”的思路全域推进，

从产业扶贫、空心房整治等7个方

面27个项目全方位开展扶贫。

　　“脐橙1501亩、油茶1206亩、水

面养殖196亩……”谈起扶贫产业，驻村第一书记李

光勇如数家珍。他介绍说，越来越多的贫困户通过自

身力量务工增收，完成了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乡村振兴，筑牢“底座”才有“底气”。会昌县委政

法委副书记杨育华告诉记者，增丰村坚持党建引领，

下足“绣花”功夫，以村综治中心为平台，发挥人民调

解委员会、群众矛盾纠纷调解室、乡风文明理事会等

作用，推行“五治融合”社会治理模式。

  开展“法律明白人”培训、举办道德法治大讲堂、

成立巾帼志愿队……近年来，增丰村矛盾纠纷化解

成功率达100%，未发生重大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并

连续五年实现零上访。

　　“春风沐浴五谷年年增，党恩惠泽人民岁岁丰。”

记者离开时，只见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一副对联

在阳光映照下格外醒目，它见证了增

丰村的山乡巨变和村民的幸福生活。

□ 本报记者   周孝清

□ 本报通讯员 张可钱

　　雨后初晴，江西省安义县万埠镇万坪村弥

漫着梧桐的芳香。不远处，清澈的潦河水绕村静

静流淌。

　　4月30日，《法治日报》记者驱车来到这里。刚

进村，一幢崭新的党群服务中心大楼映入眼帘，

楼顶的“颐养之家”几个大字格外显眼。

　　“万坪村共有7个小组，全村2018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22户65人。”万埠镇党

委副书记兼驻万坪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袁鸣告诉记者，以前村里的基础

设施极差，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旱厕随处

可见，臭气熏人。

　　在脱贫攻坚战中，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

一道，率领村民尤其是贫困户大力发展铝合金、粉

皮和烤鸭三大产业，走出了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

　　如今，村里的道路宽阔平坦、绿树成荫，楼

房整齐划一，脱贫户全数出列。

　　日子好过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

或创业。如何提高留守老人的幸福指数，就成为

摆在面前的一道亟须破解的难题。

　　万坪村积极探索养老服务新模式，发动乡

贤募集资金600余万元，建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

“颐养之家”，内设便民服务中心、老年人活动中

心、医务室和康复功能室等。

　　如今的万坪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万

元，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孩有学上，产业兴

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富了“口袋”，还要富“脑袋”。万坪村积极推

进乡村治理，创新设立“综治银行”，为每户村民

设立爱心账户，村民可凭善行义举，按照积分奖

励细则，在爱心超市兑换物品。

　　与此同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综合文化中

心、农家书屋及老年协会舞蹈队等纷纷成立，将

文明的种子播撒到村里的每一个角落，让新时

代新风尚沁透每一位村民的心脾。

　　“万坪村的蝶变是安义县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缩影。”安义县委政法

委常务副书记邓名滢说，全县将不断迈出“小县

要有大作为”的坚实步伐，用精妙之笔绘出乡村

振兴的精彩画卷。

颐养之家飘出“幸福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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