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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2年间，广东用改革、创新

理念为地方立法注入动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不断激发法治政府建设内在动

力，在全国率先打造出一大批依法行政广东品牌的

系列“拳头产品”；不断探索创新司法体制改革，为广

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走在全国前

列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地处改革开

放前沿的广东，向来以敢闯敢试、先行先试为外界称

道。广东的经济发展一路领航，靠的不仅是敢“吃螃

蟹”的创新勇气，更有崇法善治的实践护航。

　　近年来，广东将循法而行、依法而治作为保障改

革开放的重要基石，通过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探索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一体化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根基。法

治在为广东社会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同时，也全

面守护着南粤人民美好生活，群众收获着越来越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立法先行提供法治支持

　　6月1日起，备受关注的《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

正式施行。《条例》将倒逼责任主体依法守信，为广东

进一步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发挥重要作用。

　　法治护航是广东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

验。1979年12月26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

产生省人大常委会。

　　改革开放初期，地方立法刚起步没有经验可循，

广东主动“摸着石头过河”。从1980年制定经济特区

条例，为全省3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和运作构建蓝图，

到1999年借鉴国外做法，在国内举行首次立法听证

会，再到2016年率先建成全省统一的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信息平台，42年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地

方立法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用改革、创新理念为地方立法注入动能。

　　举办国内首次立法论坛；组建地方立法研究评

估和咨询服务基地，建立表决前评估制度……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探索推出

系列重大创新举措，建立起涵盖法规起草、修改、审

议、表决以及立法听证、立法论证、立法评估、立法协

调等立法环节的诸多创新制度，不仅顺应了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对地方立法的要求，也为国家的法治建

设提供了有实效、可复制的地方立法“广东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牢牢抓住

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事项开展立法，在涉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社会治

理、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领域安排立法项目；制定或修

改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商事登记条

例……既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又为提升全社

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供了有力的法治

支撑。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5月，广东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369件（其中，省人民代

表大会制定8件），废止146件；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共

批准设区的市法规384件，废止98件。

依法行政注入发展动力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修订印发《广东省行政

执法公示办法》《广东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

《广东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对推行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进行全面规范。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省行政执法公示平

台已公开各级执法主体权责清单、全过程音像记录

清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清单13459份，行政执

法行为682．35万宗。

　　如何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执法的能力

和水平，是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关注并致力深

耕的重要课题。2 0 1 9年以来，广东省委依法治省

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领导，

推出162项重大问题研究和改革举措，不断激发法

治政府建设内在动力，打造依法行政南粤品牌系列

“拳头产品”。

　　通过持续不断的探索创新，广东涌现出一大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法治政府建设典型示范，其中包括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提速“数字政府”改革

建设，实现81种常用电子证照全省覆盖；率先实现

“证照分离”全覆盖，涉企经营许可办理时间压缩

83．5%；率先探索信用破解证明难工作，实行企业信

用修复“一口受理、一次办成”。

　　目前，深圳、珠海、东莞、江门市和广州市南沙区

5个地区（项目）获评第一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地区和项目，数量列全国第一。

　　过去一年，广东在法治政府建设中亮点纷呈：在

全国率先出台行政检查办法；在法治领域支持深圳

实施综合改革试点，加快推进深汕特别合作区条例

等专项立法；向广州、深圳市调整下放省级行政职权

事项达124项……

　　记者注意到，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广东市场发展依旧展现出充沛的活力和动

力：截至当年年底，市场主体达1384．85万户，年增

长10．5%。

公正司法解决急难愁盼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案例。自该院去年1月全面推进民事诉

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至今年第一季度，试点

法院诉前委派化解各类纠纷9．6万件，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和简易程序结案45．9万件，适用率提升

33%，结案周期缩短一半。全省法院初步形成审判

执行全领域、多层级繁简分流格局。

　　去年以来，广东高院、省人民检察院不断探索

创新，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通过提升履职能力

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更高水平的

平安广东建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社会稳定遇

到不少新挑战。2月初，广东高院与省检察院联合

发布全国首个省级打击疫情防控期间刑事犯罪

通告，针对拒绝接受隔离治疗等造成病毒传播、

暴力阻碍疫情防控人员采取应急管理措施等行

为，确定了相应的处罚罪名，在非常规的防疫形

势下，为广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法

律保障。

　　广东两院在进一步健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工作机制的同时，聚焦办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推动解决法治领域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

　　一场致力于解决因案致贫特殊人群，连接省、

市、县三级检察机关的视频听证会近日在广州、河

源两地同时进行。据统计，2020年，广东检察机关

共办理司法救助案件744件，救助1736人，发放救

助金3130余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3．9%、102．6%和

45．8%，位居全国前列。

　　欠薪问题同样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和社会的

和谐稳定。今年6月1日起，广东法院正式启动为期

3个月的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在全社会营造

“不能欠、不敢欠、不想欠”的良好氛围。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盛华 杨智超

　　今年4月，在广东省梅州市招商引资推介大会

上，现场有签约意向的项目达18个，计划投资总额

118．1亿元。众多优质项目进驻，是梅州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取得的重要成果。

　　据悉，梅州政法系统秉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理念，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做企业发展的“护航者”

“服务员”，积极打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公

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精准的服务环境。

　　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牵引，梅州严厉打击

各类违法犯罪，护航经济发展。截至2020年12月

底，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8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40个，涉恶犯罪团伙380个。

　　对社会治安、乡村治理、金融放贷等10大行业

领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及时堵塞行业监管漏洞；

结合行业部门专业优势和政法机关执法优势，推

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以案促治”“以

案促建”。截至2020年11月底，梅州政法系统发出

“三书一函”171份。

　　不断加大对企业周边治安环境整治的同时，

梅州加强对重点项目建设的安全保卫，依法打击

影响、干扰项目建设的违法犯罪行为。今年1至5

月，梅州侦破经济犯罪案件73宗，同比上升10．6%；

刑事拘留53人，同比上升12．2%；逮捕61人，同比上

升26．3%。

　　通过打击犯罪，梅州社会大局持续向好，市场

主体活力充分激发，保障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20年，梅州群众安全感、政法工作满意度、扫黑

除恶满意率3项指标居广东省第一。

　　梅州政法机关以企业评价为第一评价、以

市场主体感受为第一感受，当好有呼必应的“服

务员”。

　　近日，兴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走访了东莞

石碣（兴宁）产业转移工业园，详细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为民营企业合法合规经

营出谋划策。民营企业代表为检察机关主动上门

提供法律服务点赞。

　　“阿叔，坐下来慢慢说。”在梅江区司法局三角

司法所，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邓燕红将一杯热茶

递给前来反映问题的群众，轻言细语平复其情绪，

认真倾听做好调解工作。

　　2020年，梅州司法行政机关受理矛盾纠纷

17602宗，调处成功率99．53%；在全市112个基层司

法所设立行政复议咨询受理点，率先在全省完成

行政复议受理窗口前移和全覆盖。梅州司法局不

断创新拓展公共法律服务，推行公共法律服务平

台“一窗多办”，实现请律师、办公证、求法援、找仲

裁、寻行政复议等服务事项“一站式”办理，降低民

营企业法律需求成本。

　　积极回应司法需求，满足市场主体对公平正

义的渴望和需要，是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内在

要求。2019年以来，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

破产审判职能，通过提前介入法律指导、立案审查

二合一、设立专项破产资金等一系列微改革措施，

开辟破产出清绿色通道，提高“僵尸企业”破产出

清效率。受理的43件市属国有“僵尸企业”破产案

已全部审结，平均审理周期135天，最短的仅为42

天。依法核销不良债权2．84亿元，盘活多家“僵尸

企业”占用的资源。

　　优质项目源源不断，是梅州营商环境最好的

口碑。深圳金雅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品牌总经理

肖莹洁说：“好政策、好环境对企业有很大吸引力，

梅州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真心真意扶持企

业做大做强，增加了企业来梅投资兴业的信心。”

　　梅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俊钦表示，梅州

将不断强化“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把建

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列入市级“十四五”规划、法

治梅州建设规划以及年度依法治市工作重要内

容，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向好，为企业在

梅发展提供坚强后盾，用实际行动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曾淑华

　　不久前，广东省英德市英城街道城南社区又一

场妇女反家暴主题活动开讲了。广东省妇女维权与

信息服务站（英德站）站长黄惠玲结合典型案例，向

参与活动的妇女儿童详细讲解了家暴的应对。

　　“听了讲座后我懂得，忍让不是办法，要勇敢用

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社区居民李女士感

慨道。

　　英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钟朝本介绍说，近年

来，英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法治建设为引领，以

依法善治为目标，通过把法治元素深植乡村的每个

角落，深入推进法治建设“五级同创”，推出一批具有

英德特色的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品牌项目。

　　村活动中心墙上贴满法律条文、法治宣传栏里

有案例警示、灯杆上印着法治标语……走进九龙镇

塘坑村委活石水村，随处可见的法治宣传语时刻提

醒村民，法治是基本遵循的规范。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2016年，在法治建设

“四级同创”的基础上，清远市创新性地把触角深入

村(居)民小组，探索法治建设“五级同创”。

　　活石水村的整治和发展因此步入法治轨道：参

照法律规定制定并实施村规民约，依法处理历史遗

留问题和多种矛盾纠纷；依据驻村法律顾问出具的

法律意见，拆除40多间危房；经过法律顾问审核，成

功与清远市桃花湖旅行公司签约，以土地入股方式

达成合作……

　　随着“五级同创”的深入推广，英德的基层法治

建设得以深化，群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社会治安环

境持续向好。

　　“开展法治建设，就是要切实解决基层政府在依

法行政、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法治宣传、支持基层民

主自治过程中暴露出的实际问题。”钟朝本介绍说，

英德以强化镇(街)政府部门依法行政能力，提升基

层干部法治素养，加强对基层群众的法治宣传教育

为抓手，切实增强干

部群众的法治意识。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以‘典’命名

的法律。”在英德市黄花镇中心小学的课堂上，镇

司法所负责人张桂丽为师生送上一份法治宣传

大餐。

　　记者注意到，英德准确抓住“关键少数”，强化

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法治素养的同时，积极组

织行政单位和镇(街)干部深入基层，宣传与村(居)

民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

　　英德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基层“法治细胞”

建设，深入开展法治平安家庭和依法治校等系列

创建活动。截至目前，英德已创建法治镇（街）24

个、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290个、市民主法治村

（居）民小组4298个，省级依法治校示范学校96所，

广东省法治文化建设示范企业5家。其中，3个村先

后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两个村于2020年

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近日，英德公安机关对城区各类酒吧娱乐场

所开展突击涉毒清查行动，依托科技手段，严查贩

毒、吸毒等违法行为。

　　作为广东面积最大的县级行政区，英德各类

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多发易发。在“平安英德”建

设中，英德下大力气整治顽疾。英德市委政法委牵

头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以网格为

单元组建信息员队伍，通过网格巡查、摆摊设点、

走访入户等方式，全面收集热点难点问题，解决一

批群众遇到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英德提出“破小案、降发案、为民保平安”治理

理念，从2019年起，创新开展为期3年的涉侵财类

案件专项整治行动，同步举办“平安建设金点子大

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把问题较多、意见较大的

区域作为治安黑点挂牌整治。

　　经过一系列整治，2020年至今，英德各类突出

违法犯罪、社会治安问题有效遏制，涉侵财类警情

数、发案数明显下降，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上升，“平安英德”建设得到

深入推进。

□　本报记者 邓君

　　5月的广东省湛江市雷州白沙镇

符处村，法治主题公园旁芒果、荔枝果

实累累。村民强哥说：“这在以前不可

想象。村民觉得树是公家的，果子往往

还没熟就被摘走了。”

　　从“往家拿”到自觉遵守村规民

约，果树被累累硕果压弯腰；从靠“一

张嘴”出租村集体土地到召开村民大

会商量租金用途；从“谁声音大谁有

理”到遇事找法……

　　广东省司法厅紧紧围绕全面依法

治国总目标，按照司法部、民政部的安

排部署，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结合实际，精心组织，高标准、高

起点、高要求谋划推进“民主法治村

（社区）”创建工作，让群众在参与民主

法治示范村建设中，享受民主法治带

来的实惠。截至目前，广东省已有8批

181个村（社区）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社区）”称号。

　　“以前，谁声音大谁不讲理谁就占

上风，几百人、上千人的村斗时常发

生。”符处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许宝

文说，这是2015年自己刚到村里时的

情景。当时，符处村2000多亩水田3000

多亩林地，村干部一句话随意定价就

便宜承包出去，过程既不公开也不透

明，更谈不上公正，还盲目将租赁时间

延长数十年，造成符处村长期没有集

体收入。

　　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以来，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雷文化”

法制剧送戏进了符处村，法治主题公

园建了起来，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将

应知应会的法律常识普及到各家各

户，村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显著提高，村

斗已经绝迹。

　　不久前，符处村收到通过招标程

序租赁170亩坡地的首期款项后，召集

30多名村民代表讨论资金分配问题。

符处村党支部书记符桓瑞告诉记者，

村里考上大学和重点高中的孩子越来

越多，专门用于奖教奖学的教育基金

逐渐减少，有村民代表提出追加教育

基金投入。经过村民代表讨论投票，8

万元租金被划入教育基金。

　　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在白沙镇工作了28年的镇党委书

记林豪育。他说：“十多年前，符处村村民维护个人利益的

方式不外乎打架动粗或者上访。现在，从村小组组长到村

民，遇到涉法问题，首先会找村法律顾问。”

　　村民秋姐被付某骑的摩托车轧伤了脚，提出误工赔

偿，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在村干部主持下，村法律顾问

通过手机免提的方式给出法律意见，引导双方达成

调解。

　　两年前，符处村利用扶贫资金购买的甘蔗收割机租

赁给某公司后，被拖欠了一年的租金，双方多次沟通未

果，符处村村委会遂委托驻村律师蔡教英，通过司法程序

追回20万元的租金。

　　在城市，房屋买卖、空调滴水、采光被挡、垃圾摆在门

左边还是右边等大事小情，居民也愿意寻求社区法律顾

问等专业力量的帮助。

　　然而，已经拥有200多名社区“粉丝”的社区法律顾问

符文煊，刚到湛江市霞山区爱国街道洪屋社区时，却不怎

么被“待见”——— 每季度一次的普法讲座没有听众，得逐

户上门“拉人”；介入纠纷矛盾化解时居民也比较抵触，都

自觉有理不愿接受调解。

  “看到身边的纠纷在法律顾问的帮助下得到解决后，

群众才开始主动找上门寻求帮助。”洪屋社区主任陈宇

婷说。

　　湛江市司法局局长颜战克说，善用法律专业人士，引

入社会力量参与调解，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湛

江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的金招牌。洪屋社区成立一支由

老旧社区楼宇党支部书记组成的队伍，积极参与社区普

法和纠纷调解，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老旧社区私占通道问题突出，楼宇党支部书记孙秋

生逐户上门做工作，指出你占一点我占一点不但损害居

民利益，影响消防安全，甚至因此引发矛盾升级涉嫌违法

的种种情节后，邻居们默默让出霸占的通道。消防隐患消

除了，居民进出方便了。“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民主法治示

范社区建设带来的实惠。”居民黄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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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循法而行依法而治推进改革开放

梅州政法当好企业护航员服务员 法治元素深植英德乡村每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