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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镇人民政府
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2023 年，八桥镇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

市第六次党代会和市委六届二次全会各项部署，坚持依法全面履

行政府职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现将工作

推进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3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一） 强化组织领导，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一是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

责。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政，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党政主要负

责人严格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开展“八五”普法

规划研究部署工作，严格落实领导班子定期学法制度，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工作，以社区为主要宣传阵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全民

普法教育，做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各项法律

法规的宣传普及，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

二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专题学习会、报告会、干部例会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

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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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纲要》作为我镇干部培训学习重点课程。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法

治思想与“法律八进”活动有机结合。通过学习强国 APP，引导

党员每日开展学习，形成学习高潮，实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二）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一是聚焦行政决策，依法行政水平持续提升。严格落实重大

行政决策制度。按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原则，始

终坚持“三重一大”议事原则，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落实

法律顾问制度，严格落实“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聘

请了昂正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充分发挥专业能力，有效避

免法律风险。

二是规范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加强

执法队伍建设，全镇共有 11 人持有行政执法证，严格落实行政执

法人员全面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结合行政执法证件管理要

求，执法人员均持证上岗，亮证执法。认真抓好全镇执法人员证

件的换发以及报名培训考试等工作，在执法系统录入行政执法人

员执法权限，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大人员培训，提升执

法能力，加强科室间联动，做到严格把关、仔细核对，提高案件

办结效率和质量。

三是切实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改善营商环境，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抓手，防止“跑冒滴漏”，聚力服务与引育市

场主体，做好企业升规入统，抓好协税护税，盘活存量资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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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八桥镇青年创业孵化基地，已成功注册企业 199 家，其

中，注册资金超千万的有 13 家，超百万的有 37 家。持续优化企

业服务，组建服务小队 12 个，深入 55 家重点企业开展大走访，

收集、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40 余件。摸排中小微企业 222 家，

落实网格化“保姆式”管理服务。申报中交丽景公园时光市级夜

间经济示范区项目，为打造“公园+音乐+文创”八桥公园经济消

费带名片奠定基础。

四是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打造八桥镇便民服务中心双山分中

心。方便居民群众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办、马上办、一次办，打造

“十五分钟服务圈”，提高社区办事方便程度。目前，已成功入

驻八桥镇便民服务中心双山分中心，配备 1 名分中心负责人，3

名工作人员，涉及养老服务、就业服务、退休服务和医保服务。

创建市级医保基层服务试点。以基层参保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切实

需求为导向，推动医疗保障服务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内实现“网

上办”“自助办”“就近办”“一次办”，线上线下无差别办，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自觉接受监督，确保行政权力运行规范透明高效

一是自觉接受人大对镇政府工作的监督。全力支持配合镇人

大代表开展工作，严格执行每年向镇人大汇报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的要求。

二是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全面完成行政复议体制

改革。目前，我镇所有行政复议案件由司法所协助相关科室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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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共有行政复议 3 件，行政应诉案件 6 件，均及时提交了行政

复议答复书、答辩状等应诉证据材料，并严格落实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制度，政府领导积极参加了诉讼案件开庭审理。

（四）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法治化格局

一是打造“连心桥”平台，建立纠纷分类分级化解机制。出

台《八桥镇“连心桥”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实施方案》，按

照纠纷大小、纠纷性质和化解难易程度，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由

镇“连心桥”平台开展调解，并充分运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

行政调解资源，确保将各类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

芽状态。今年共调解矛盾纠纷 788 件，调解成功率达 98%以上，

有效防止了纠纷升级、矛盾外溢。

二是探索“普法+调解”新路径，“模拟法庭”进社区。我镇

利用“连心桥”平台采用“调解+普法”的工作模式，开展“模拟

法庭”进社区活动，通过这种特殊的普法宣传教育模式，以案释

法、以案普法，把普法宣传和调解矛盾纠纷紧密结合起来，切实

起到了“调解一案、普法一片、影响一方”的效果。今年共开展

模拟法庭 3 场次，累计参与群众人数达 600 余人，真正实现了“普

法面对面、服务零距离”，有效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百米”。

三是创新探索“网格普法”，提升法律服务水平。深入推进

了“法律明白人”“学法用法示范户”培养工程，目前全镇共推

荐申报法律明白人 48 人。坚持“政策法规户户明、普法宣传常常

播”，加强“三级”网络联动，常态化进村（社区）入户，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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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宣传材料。积极发挥好网格员“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

继续用心倾听群众心声，以钉钉子的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助

力解决居民们的“民生大事”，2023 年共建成 138 个居民网格，

入户宣传走访 9 万余户，收集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 621 条，排查

问题 1440 条、解决问题 1440 条。

二、2024年主要工作思路和打算

一是深入开展普法宣传。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宣传活动。

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持续开展法治入校

入企活动。线上线下结合，增强群众法治观念，鼓励群众参与法

治实践。

二是深入推进全民普法依法治理。全面贯彻落实“八五”普

法规划。广泛组织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等学习宣

传活动，组织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促进全民守法，夯实

法治社会建设基础。深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广泛开展“乡村振

兴·法治同行”活动。组织实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品牌建

设、“法律明白人”培养、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三大工程”。

三是持续深入打造青年创业孵化基地。围绕全区“5+2”产业

布局，筹划扩建基地二期至 800 平方米，突出基地在发展市场主

体数量上的作用，紧抓“四下”单位、个体户等市场主体的落地

引导、孵化和跟踪服务，着力培育孵化基地优质企业，为下一步

升规入统奠定扎实基础。

四是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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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进一步规范执法

行为。加大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力度，强化对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的检查考核。积极推广柔性执法制度，全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

境。进一步加大对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专业知识和党性修养

学习培训、考核力度，努力提升法治建设队伍整体素质。

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镇人民政府

2024 年 1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