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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文馨 赵志锋 文/图

　　“以前我们很怕飞车抢夺，现在随处可

见警察巡逻，治安大环境非常好，走在大街

上安全多了。”甘肃省兰州市市民张先生对

《法治日报》记者深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从实际出发，以最高

的站位、最大的决心、最强的举措，走出了

一条符合甘肃特点的平安之路，群众安全

感和满意度持续上升，社会和谐稳定、人民

安居乐业。

构建齐抓共管大格局

　　近年来，甘肃平安建设工作主动适应

新形势，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完善目标管理

责任制，推出了一批符合甘肃实际、有创新

和特色的举措，创造了多项“第一”。

　　第一次指导支持成立市域社会治理研

究院，参与全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

重点问题的调研、重要部署的论证、重大措

施的推动落实；

　　第一次指导成立甘肃建设研究院，推

进平安建设理论与实务的结合与创新；

  第一次成立平安甘肃心理危机干预与

研究中心，形成了由专业机构参与平安建

设心理危机干预与研究的机制……

　　在坚持中发展，在探索中创新，换来的

是群众安全感的显著提升。党的十九大以

来，全省刑事案件、8类严重暴力案件、命案、

治安案件、信访总量、群体性事件数量分别

下降15.6%、20.3%、37.6%、29.9%、33%、53.6%，群

众安全感提升3个百分点，达到95.86%。

　　深入推进平安甘肃建设，离不开制度

机制的引领和保障。2019年12月，由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平安甘肃建设领

导小组正式成立。这是甘肃第一次建立由

省、市、县、乡各级党政“一把手”挂帅、全省

上下贯通的平安建设领导协调机制。

　　平安建设责任制的全覆盖，进一步压

实了各级各部门推进平安建设的工作责

任，各单位协调联动、齐抓共管，形成了问

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良好局面。

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兰州市民彭永康怎么也想不到，家里

供暖不足的问题反映给辖区网格员刘旭以

后，综治中心很快就通知了相关部门，共同

解决了他的问题。

　　“在我负责的这片区域，大到安全、环

境、治安，小到邻里纠纷、家长里短，都是我

的工作内容。”刘旭对记者说。

　　在甘肃，像刘旭这样的网格员，现在已

有8万多人，他们活跃在各自的网格，为基

层社会治理贡献着力量。

　　2020年3月，甘肃省出台《甘肃省城乡社

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

组建“一岗多责、一专多能”的网格员队伍，

在全国率先启动全省网格统一编码工作。

　　作为全国率先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的省份之一，甘肃有10个市（州）进

入全国第一期试点。

　　甘肃省委出台《中共甘肃省委贯彻〈中

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实施细则》，对政

法委员配备和综治中心建设作出明确规

定。全省1362个乡镇（街道）政法委员100%配

备到位，确保了乡镇（街道）基层政法工作

有人抓、有人管。

　　甘肃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

《甘肃省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指导意见》，以打造“六张网”为重点，

全面提升治安防控水平。

　　同时，甘肃还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省、

市、县、乡四级实体化、实战化运行的综治

中心，全面推行“中心吹哨、部门报道”“统

一受理、分类办理”工作机制，使一大批矛

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在源头得到有效管控、

及时处置。

　　2019年12月，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工作会议上，甘肃作为两个先进省份之

一介绍了经验。

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

　　2020年9月28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2·12”涉黑案公开宣判，组织领导

者王某、吴某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此案的成功侦办开辟了全国办理网络

信息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先河，为

全国依法打击新领域、新业态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提供了经验。

　　2018年以来，甘肃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统一部署，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前所未有的

声势、前所未有的举措开展了声势浩大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3年来，全省650多个黑恶势力被连根拔

起，6900多名黑恶势力成员被绳之以法，199

个“村霸”被彻底铲除，3年打掉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是过去17年的3.3倍，打出了声威、打

出了安全、打出了满意度。

　　在全国扫黑办通报中，甘肃群众对专

项斗争的满意度及衡量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

效的社会治安好转、地痞村霸欺压群众现象

减少、社会秩序好转、社会风气好转、“保护

伞”打掉了等5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目前，甘肃省委、省政府以扫黑除恶专

项行动为牵引，继续深入推进十大行业整

治行动，完善对突出问题常态打击整治机

制，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

头治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

高压态势，谱写平安甘肃建设新篇章。

□ 本报记者 赵志锋

　　“今天这事儿准能成！”站在田埂上，甘

肃省永昌县东寨镇头坝村法官联系点法官

董奎德正在就地化解纠纷。

　　原来，2016年至2017年间，周某雇佣李

某从事劳务，后拖欠李某劳务费7万元，李

某多次索要未果后起诉，双方达成于2020年

9月给付劳务费的调解协议。协议到期后，

李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剩余劳务费。

　　董奎德前往周某处，在董奎德的耐心

说教下，周某拿出已销售的部分农产品货

款支付了部分劳务费，并承诺剩余劳务费

尽快给付。

　　在工作中，金昌两级法院在村社设立

全覆盖式“法官联系点”，通过不断完善一

站式建设，将多元解纷触角延伸到基层治

理“神经末梢”。

　　近年来，甘肃法院以延伸诉讼服务、提

升多元解纷能力为主线，深入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匠心打造群众满意的

“口碑工程”。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自觉把一站式多

元解纷融入平安建设、市域治理工作大局，

一站式建设连续被列为全省政法工作重点

任务，2020年全省法院收案增幅呈下降趋

势，有81个法院收案同比下降。

　　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

面，加强与金融机构、群团组织、行业协会、

企事业单位的联动对接，全省法院对接调

解组织3010个，特邀调解员3901名，设立专

业化调解室237个，化解矛盾纠纷5万余件。

　　甘州区法院以“三次分流、七个支撑”，

推动矛盾纠纷诉前向综治中心分流、诉中

多元化解，被中央政法委确定为多元化解

矛盾纠纷改革创新点。

　　两当县法院依托“民事直说”平台，让

法官在每月的“说事日”“坐班”治理一线化

解矛盾纠纷。

　　庆阳两级法院践行马锡五审判方式，

推动司法确认在人民调解委员会全覆盖，

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多元解纷优势。

　　临夏法院聚焦脱贫攻坚，开展“双百活

动”以案释法，实现司法职能“重心下移”。

□ 本报记者 赵志锋

　　“这个处理决定我服，感谢检察院。”在

36.5万元罚款变更为5万元后，2020年5月21

日，甘肃某生物科技公司与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达成行政调解协议，企业当场缴纳了

罚款。

　　时间回溯到2020年1月29日，该科技公

司以每只18元的价格从外地订购了KN95口

罩后，通过微信群以每只25元进行预售，并

预收货款10万元。对此，市场监管部门认定

该企业哄抬价格，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

处罚款36.5万元。后科技公司申请行政复

议，并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以“监督+支持”的方式介入

案件调解工作，在法律框架下寻找双方当

事人的利益平衡点，最终促使行政争议顺

利化解。

　　这是甘肃省检察机关紧盯中心大局充

分履行职能，服务“六稳”“六保”，助推陇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2020年，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

逮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762人；

提起公诉1809人；加强侵害企业权益犯罪的

立案监督，共依法监督立案65件、撤案88件；

加强对涉民企债务纠纷、股权分配、知识产

权等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监督，共提出抗

诉或再审检察建议121份；帮助企业追赃挽

损4691.7万元。

　　始于2019年的“千人进万企”大走访、大

调研、大排查活动，是全省检察机关服务民

营企业、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活动持

续3年时间。

　　2020年，全省检察机关共组织全省5521

名检察干警实地走访10459家商会和大中

小微民营企业，尤其是951家医药公司、

绿色产能企业，全面了解防疫抗疫、复工

复产情况和新阶段法律需求，收集涉企问

题线索1147件。经过逐项建立线索台账，

对口分流办理，跟踪反馈进展，倾力为企

业 解 忧 纾 困 ，已 办 结8 9 9 件 ，反 馈企业

865件。

　　据介绍，甘肃省检察院还通过建立涉

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同步审查机制、质量评

查机制、典型案例指引机制，完善民营企业

走访调研机制、检企服务对接机制等，积极

拓宽服务民企渠道，打造良好法治营商环

境，依法保障陇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赵志锋 文/图

　　近日，甘肃省兰州警方历时1年多，成功破获一起部督毒品大案，共破获

贩毒案件60起，抓获贩毒犯罪嫌疑人104人，缴获毒品10.99公斤，实现了全链

条深度打击。

　　甘肃省委、省政府对禁毒工作高度重视，决心坚定、态度鲜明、措施得

当，全省禁毒工作成果不断扩大、毒品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禁毒形势持

续稳中向好。

　　省禁毒委每年与市州、吸毒人员千人县区、成员单位签订禁毒责任书，

明确目标，压实责任。市县乡党委书记和村社支部书记将禁毒工作作为主抓

工程，形成“四级书记抓禁毒”机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汇聚了毒品治

理的强大合力。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力开展“净边”“两打两控”和“打零收戒”等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2019年以来，全省共破获毒品案件2700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4000

多名，缴获各类毒品370多公斤，有力震慑了毒品违法犯罪分子。

　　甘肃坚持萎缩毒品交易，着力构建全环节管控体系，重点部署开展吸毒

人员“清隐”“清库”“清零”的“三清”行动，进一步加大对吸毒人员收戒管控

力度，杜绝涉毒风险隐患。

　　2019年至2021年4月，全省累计强制隔离戒毒8000多人，责令社区戒毒

5800多人。截至2020年底，全省未成年吸毒人员占现有吸毒人员总数的

0.039%，实现4年连续下降。

　　着力打好治理外流贩毒攻坚仗，组织开展治理外流贩毒三年行动，深入

推进摸排、围剿、堵截、查控、整治“五大战役”，全线发起治理外流贩毒攻坚

战，2019年到2021年4月打掉贩毒团伙400多个；2020年外省抓获甘肃省贩毒

人员相比2018年下降了71%，治理外流贩毒取得重大突破。

　　两年多来，全省健全完善了“六全”毒品治理体系，一批影响和制约全省

禁毒斗争深入发展的瓶颈得到有效破解，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2021年

4月，张掖市、定西市被国家禁毒办命名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 本报记者 赵志锋

　　近日，甘肃省2021年青年普法志愿者

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启动，青年普法志愿

者将奔赴全省各地，采取群众喜闻乐见、通

俗易懂的方式宣传普及宪法法律，精准开

展法治宣传教育。

　　据悉，甘肃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

基层行活动已连续开展13年，普法受众达

1100多万人次，人民群众成为法治文化基

层行的最大受益者。

　　这是甘肃积极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依法

治理，努力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

围的一个缩影。

　　“七五”普法开展以来，甘肃省委、省政

府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普法工作的组织领导，将普法工作纳入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年度目标责任

考核、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与整体工作同研究、同安排、同督促、同落

实，从体制机制上构建了普法宣传的“四梁

八柱”，推动了法治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

　　甘肃积极推进“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

任制落地落实，建立普法工作跟踪运行机

制，制定完善普法责任清单指导目录，督促

指导各部门单位编制年度普法任务清单，

奏响了普法“大合唱”，凝聚了普法“向心

力”，释放出普法的生机与活力。

　　在宪法宣传中，甘肃坚持高站位推动、

全覆盖宣传和多层级联动，适应新时代，对

标新要求，谋划新举措，让宪法精神传遍陇

原大地。“七五”普法以来，全省共举办宪法

学习宣传活动2.5万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1190多万多册，举办宪法讲座1.6万场，推送

宪法宣传信息近200万条。

　　甘肃抓住“四个关键”，确保普法工作

取得实效。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带头学，

累计举办领导干部法治培训11041场次；抓

住青少年关键时期全面学，全省99%以上的

学校基本做到法治教育教材、师资、课时、考

试、效果“五落实”；抓住企业关键岗位全员

学，累计开展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治培训

8823场次67.3万多人次；抓住群众关键节点

适时学，培养“法律明白人”107.9万多人次。

　　此外，以普法网络平台“甘肃丝路法雨”

为牵引，甘肃搭建了覆盖省市县乡的新媒体普

法矩阵，累计发文量60多万条，累计阅读量达

到12.26亿次，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打造了

“巧儿说法”“小汇说法”“飞天普法”等普法品

牌，基本形成了“互联网+智慧普法”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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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好“四梁八柱”激发特色普法新活力

倾心筑牢平安防线 用心呵护万家安宁
甘肃奋力谱写平安建设新篇章

  图为“2·12”特大套路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嫌疑人被押解到兰州。

匠心打造法院一站式建设“口碑工程”

检察服务“六稳”“六保”助力高质量发展

  图为大学生参观甘肃省禁毒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