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人员清点完申办材料，不到20分钟，
就办完一笔二手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市民在领
到新不动产权证书的同时，水电气也已全部完
成过户。在大足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
口，全市首个实现二手房交易与水电气联办“一
件事”，办证时间从平均9天缩短到最快1小时
办结。前来办理房屋登记的市民们在“好差评”
按键中纷纷按下好评键。据了解，大足区政务
服务中心上年度“好差评”评价总量达1005698
条，满意率99.8%。

近年来，大足区政府以依法行政为基石，以
促经济保民生为导向，深入打造法治、高效、服
务、廉洁“四型政府”，在依法科学决策、政务服
务改革、基层法治服务、市民法治宣教等方面打
出一套有力度更有温度的法治政府建设“组合
拳”，全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经济社会走上高
质量发展跑道。

尺步绳趋尺步绳趋
阳光运行行政权力阳光运行行政权力

行政决策是行政权力运行之始，依法民主
科学决策是一个地方长足发展的主观动力，大
足区始终坚持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
年度立项目录管理，从流程和内容两方面着手
规范，不断完善行政决策制度机制。

2021年以来，大足区相继修订“三重一大”
决策程序管理办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全生命周
期管理实施细则以及有关财政、国资、投融资、
招投标管理等系列机制文件，进一步强化制度
约束、规范行政流程。

为推进科学依法决策，大足区充分发挥公
职律师和外聘法律顾问作用，通过集中选聘、分
批配置的方式，为 85 个党政机关外聘法律顾
问。自2022年以来，法律顾问充分参与党政机
关法务事项，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
查覆盖率、法律顾问参与率、集体讨论决定覆盖
率”持续实现3个100%。

此外，大足区将政府合同纳入法治政府建
设体系，将其视为政府决策的外显载体。2022
年，政府合同管理制度进一步修订完善，通过细
分合同磋商与起草、合同文本审查、合同履约监
管、备案监督四大环节，推动“对象全覆盖、内容
全领域、力量全整合、过程全监管”的政府合同

“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在不断深化经验过程
中，该模式受到市委市政府认可，于今年10月
被命名为重庆市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单位。

惠民有感惠民有感
创优政务服务生态创优政务服务生态

“法治政府建设是大足区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文化会客厅和建设连接成渝‘两高’桥
头堡的迫切需要，是不断增强群众法治获得感
的内在要求。”大足区政府区长徐晓勇说，“政
府系统带头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以及
市区实施方案，领导干部带头讲法、述法、用
法，聚焦发展与民生想办法、出实招，在优化
营商环境、创新政务服务、便民利民等方面精
准发力。”

良法善治，民之所向。在大足区政务服务
中心，可以真切感受到大足区厉行法治、服务为
民的场景。服务大厅7个“一窗通办”专区、29
个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与“愉快办”平台实现政
务服务线上线下双向融合，只需亮出“渝快码”，
就可以走遍服务大厅“扫码取号、扫码办事、扫
码查询”。据了解，2023年，服务大厅共受理市
民“亮码”办事达93万余次。

“这也太便捷了，自助上传资料后，我当天
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创业者刘先生前来办理
企业登记注册，通过操作智能审批终端机就拿
到了新办的营业执照。同样，万古工业园区的
企业代表周先生表示，他通过“免申即享、不来
即享”惠企平台看到许多惠企政策，并且在园区

内就办好了工程建设项目评估评
审手续。

与此同时，大
足区加大简政放权

力度，优化公共
服务。在区政
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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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一口受理”，变
“多部门多头跑、多事

项多次交件”为“一次跑、一
次受理”。“证照分离”“一照多址”

“电子证照”等改革事项不断深化，全区2350个
事项实现“一照通办”，全区依申请六类行政权
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94.50%。

平安前行平安前行
丰富基层法治服务丰富基层法治服务

“听证室启用后，复议案件办理更加规范
了。”区行政复议中心负责人邢玉玲介绍，“近期
办理的一起有关城管执法类行政复议案件就启
动了听证程序，听证会后，还进行了案件评述、
答疑解惑和释法说理。”

自行政复议改革以来，大足区深入推进行
政复议规范化建设，2023年复议案件纠错率同
比下降 7.33%。与此同时，复调对接的结案案
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
的主渠道作用越发明显。除此之外，大足区健
全诉讼、警务、信访、仲裁
和人民调解相融合的工作
机制，实现行政调解、司法
调解、人民调解“三调对
接”，年均调解各类矛盾纠
纷案件过万件，调解成功

率达98%以上。
“平安稳定助发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

之义。”大足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邓民建说，
“我们不断创新法治服务供给，为平安大足建设
添砖加瓦。”

在积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防范社会稳定
风险的同时，大足也十分注重基层法治建设，将
内强与外化相结合，共促地方和谐稳定。据了
解，大足区深入推进基层自治、法治、德治、智治

“四治融合”，建成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4个，
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68个；培育的1550
名乡村法律明白人积极参与到基层治理当中，
为基层法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内生动力内生动力
凝聚一方法治人才力量凝聚一方法治人才力量

“同学们，知道什么是校园暴力吗？如果遭
遇校园暴力，我们该怎么办？”大足区人民检察
院未检干警以“守护青春 向校园暴力说不”为
主题的法治课几乎走遍全区各中小学。这是

“大足小宣”法治宣讲队和法律志愿服务队送法
进校园、进村社的活动掠影。

法治政府必须拥有法治思维强、法治素养
高的干部队伍，还需要配备政治坚定、业务精湛
的法律顾问队伍，更离不开法律知识丰富的普
法宣讲队伍和有着良好群众基础的志愿者队
伍。四支队伍共同发力，才能构建一个分工科
学、权责清晰、执法严明、公开公正、高效规范的
法治政府。

对此，大足区紧抓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
数”，实施“6+X”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
单制度，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法治知识学习培
训。每年定期开展行政执法人员全员培训，累
计举办培训班65期、培训执法人员1.4万人次。

同时，不断深化全民法治，从政法单位抽调
精兵强将组建“大足小宣”法治宣讲队伍，新时
代文明实践法律援助志愿服务队伍和青少年普
法专业队伍，广泛开展法律知识进机关、进社
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进军营、进网络“七
进”活动，市民的法治意识不断提升，逐步形成
了通过法治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
的“用法”习惯。

记者手记：

民之所向，政之所行。记者在采访中感受
到，大足区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一步一
个脚印，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不
断提升政务服务能力，持续推出多项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的举措，通过聚焦政务、民生、治理
三大领域，全面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
全力打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发展环境，不
断践行新时代社会发展法治理念。让法治之
花，绽放在棠城大街小巷；让法治为民，一撇一
捺绘出人民幸福底色。

记者 黄 娟 通讯员 王 梅

让“法治之花”绽放美丽棠城
——大足区法治政府建设纪实

法治大足法治大足 平安棠城平安棠城
系列报道之系列报道之（（二二））

渝快办便捷政务服务渝快办便捷政务服务（（资料图资料图））

流动接访进村社流动接访进村社（（资料图资料图））

开展普法宣传开展普法宣传（（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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