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萍镇 2024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4 年以来，惠萍镇人民政府在启东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推进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确保各项工

作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现将 2024 年惠萍镇人民政府法治政

府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强化组织领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责任

惠萍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将法治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

中，切实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同时成立推进依

法治镇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记担任组长，镇长、人大主席为副

组长，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相关部门、单位

负责人为成员，负责组织、协调、推进全镇依法行政工作，形成

“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业务部门分工协作”的

工作格局。

（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做好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进一步规范执法辅助人员管理，

建立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档案。目前我镇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共

计十二人，均已报名参加本年度行政执法人员网上培训及考试。

贯彻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健全完善行政执法公示、行政

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加强执法人员的



能力素质建设，强化镇综合执法局执法规范化意识，今年共开展

行政执法案件评查 2 次，规范卷宗制作归档、罚没款收据归档。

选优配强，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保证执法人员专职专用，杜绝执

法外包行为，切实提高我镇综合行政执法业务水平。每季度组织

人员参加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培训和考试，对《行政处罚法》、《行

政复议法》等行政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实现了常规性

学习，使全体执法干部在具体操作中能够熟练运用有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着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做好行政诉讼复议工作

落实法治建设责任，由党政一把手担任组长，严格执行《党

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规定》，制定

《惠萍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履

职清单》，推动责任落实。围绕履行本单位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职

责，做好法治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的半年度及年度报告工作。开

展法治满意度测评工作，努力提升满意度的测评指标。

2024 年惠萍镇行政诉讼案件共计 26 起，其中 2023 年结转 8

起，行政诉讼一审案件 13 起，一审行政诉讼败诉 1 起。行政机

关负责人按规定出庭应诉，尊重并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行政

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率达 100%，充分发挥法律顾问、

公职律师在行政诉讼、复议中的作用，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推动依法行政，提升化解行政争议、应对风险、维护稳

定的能力水平。高度重视行政应诉工作，充分认识做好行政应诉



工作对依法化解社会矛盾、规范行政行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

重要意义。

（四）发挥法律服务职能，加快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惠萍镇 15 个村和 2 个社区现已实现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全

覆盖。为规范做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今年以来村居法律顾问为

各村（社区）进行法律讲座共 73 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850 份，

开展“益企法治行”活动，走访服务企业共 18 家，进企业宣传

普法开展相关讲座 16 次，为企业员工提供法律咨询 100 次。开

展“法律明白人”、“学法用法示范户”等培育工程，目前共培育

法律明白人共 178 人、示范户 103 户，通过对法律明白人的培训，

利用“法润民生群”、“网格群”等新媒体渠道开展各类普法宣传。

今年以来全镇总共提供法律咨询 375 人次、解答法律问题 570 余

件、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77 场次，在微信群发送法治普法宣传信

息 5819 条。到目前为止全镇 15 个村和 2 个社区均已完成法治文

化阵地“焕新工程”，实现了从村村有到村村优的转变。

（五）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强化行政权力制约监督

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负责人，利用惠萍镇政府信息公开网等信

息化平台，公开财政预算、重大项目审批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

建设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信息。各村统

一设置了村务公开栏，加强三务公开，及时公开信息。本年度镇

司法所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活动 2 次，对行政执法情况进行专

项监督，有效加强对行政执法的制约和监督，推进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

二、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惠萍镇抓实抓好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结合各部门自身职能，

进行法治宣传教育，把《宪法》、《民法典》、《行政处罚法》学习

列入党员领导干部重要学习内容，组织中心组学法每年不少于 4

次，组织法治教育测试 4 次，切实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坚持重视

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情况，

切实提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引导干部真正做到办

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把能不能遵

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将法治建

设成效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并在

年度述职述廉述法报告中有所体现。

三、存在不足和原因

一是法治思维建设有待加强。部分干部对法治建设工作不够

重视，对法治建设在维护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

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作用认识不够深入，缺乏学习法律法规的主动

性、自觉性，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手段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有

待提高。

二是执法力度不足、执法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在执法过程中

重实体轻程序，执法程序要求不严，法律业务知识储备不足，对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认识还不到位，执法水平有待提升。

三是法治宣传的效果有待提升。法治人才不足，法治宣传创



新性不够，现代多媒体技术的运用程度不高，相对缺乏吸引力和

感染力。

四、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是提升镇村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大力推进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加强镇村干部学习用法培训，进一步提高镇村干

部的法律素养和依法行政水平。

二是持续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八五”普法，创新

普法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全民法治素养，努力营造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三是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和内容，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