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 072023年1月9日 星期一
责编 安娜 美编 吴燕妮

　　□记者 李宛遥
　　通讯员 蔡林轩 报道
　　本报讯 “协调各部门依据法律
法规授权，梳理出新市民服务事项100
余项，搭建‘市民一家亲’服务平台，目
前平台累计用户访问量达420万人次，
提供服务达16.6万人次……”“选聘公
检法司等207名优秀法治专业人员兼
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建立学校法律
顾问聘任制度，实现‘一校一法治副校
长’‘一校一顾问’……”
　　近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二届工
委（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区社会治
理中心、区教体局、区发改局及区总工

会党政主要负责人围绕2022年以来履
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向委
员会进行了专题述法。通过现场述
法，引领“一把手”严格落实党政主要
负责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提
升“关键少数”的法治建设工作成效。
　　此次活动采取“公开述法+现场点
评+全体评议”模式，4位党政主要负责
人紧扣推进法治建设工作的做法、成
效、存在的不足及下一步打算，对履行
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进行了
全方位展现。随后，工委（区委）全面
依法治区委员会主任逐一进行了点
评，并指出了当前新区各单位各部门
在法治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

板。与会人员也围绕各单位党政主要
负责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
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解决法治
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等6个方面
的职责履行情况，对所有单位进行了
现场评议，实现了“一把手”述法评议
全覆盖。评议结果将作为领导干部综
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据悉，会议述法新模式是西海岸新
区推进全面依法治区进程中的一个生
动缩影。下一步，新区将坚持把党政主
要负责人述法列为压紧压实法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强力抓手，进一步健
全述法机制，持续创新述法形式，引领
和推动法治新区建设向纵深发展。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近日，中共山东省委全
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
2022年“法润齐鲁创作扶持计划”优
秀作品名单，青岛西海岸新区推荐申
报的《当非法集资碰上山东大妈（说
唱）》榜上有名。
　　近年来，新区全面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
普法”普法责任制，创新普法方式，
每月有主题、主题有特色，构建法治
宣传“大合唱”格局。作为《当非法
集资碰上山东大妈（说唱）》的创作
单位，区地方金融监管局认真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扎实开展
预防金融诈骗以及非法集资系列法
治宣传活动，与新区“反诈网红天团”
联合创作了多部预防金融诈骗以及

非法集资题材的短剧。一名年轻帅小
伙与一位可爱的西海岸大姨，用地道
的方言、幽默的对话联手打造出的新
区“反诈网红天团”，出道首发就获得
上亿流量观看，两人也成了家喻户晓
的“反诈网红”。
　　文化搭台，法治唱戏。区司法局
在挖掘法治文化资源上持续发力，创
作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又富有时代
精神的法治文化精品。2022年，区司
法局有两部法治文化作品获省级表
彰，多部普法短剧获司法部官方抖音
账号刊载。《青岛西海岸新区法治文
化阵地建设推陈出新带动公民法治
行为养成》被山东省司法厅《全省公
民法治素养实践养成经验汇编》采
用；原创作品《民法典与生活同行之
物权编、合同编》获得“第四届‘平安

山东’‘法治山东’微电影微视频微动
漫比赛暨优秀政法文化作品征集活
动”微动漫类三等奖。
　　此外，新区还将涉及非法集资、金
融诈骗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
律问题，用通俗易懂的喜剧方式演绎
出来。其中，以“民法典与生活同行”
为主题的系列普法动画、以地方戏茂
腔为呈现形式的普法短剧，拉近了群
众与法的距离；“文化搭台 法治唱
戏”法治文艺演出大篷车进乡村活
动，为群众带去了精彩纷呈又接地气
的法治文艺演出，把法律知识送到了
群众身边。

新区打造“公开述法+现场点评+全体评议”会议述法新模式

抓好“关键少数”，助推法治建设

新区一件法治文化作品获评“法润齐鲁创作扶持计划”优秀作品

文化搭台，让法治宣传“活”起来

　　□记者 李宛遥
　　通讯员 刘阳阳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
政治部、新闻局和人民法院新闻传
媒总社联合开展了2021年度全国法
院“十佳百优”新媒体账号和作品推
选活动，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
法院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获全国法
院“十佳天平号”荣誉。
　　据悉，区法院依托“天平阳光”客
户端为统领的立体化宣传平台，以审
判实践为突破口，严把案例宣传关
口，力争宣传达到良好社会效果；突
出关键节点，抓准重大纪念日、传统
节日，开展专题普法活动。下一步，
该院将不断提升“天平阳光”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积极回
应群众关切，传播法治理念。

法治传真

区法院获评全国
法院“十佳天平号”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西海岸新
区司法局获悉，2022年以来新区整
合资源、多措并举，不断加强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为群众提供便民
利民、精准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全
年共化解矛盾纠纷近7000件。
　　据悉，新区不断巩固提升以区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为枢纽、镇街
调委会为主导、管区和村居调委会
为基础、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为触
角的多层次、宽领域、规范化的调解
组织网络体系，目前全区人民调解
委员会总数达435个，调解员2115
名，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41
个。2022年共指导各类调解组织排
查纠纷1500余次，化解矛盾纠纷近
7000件。此外，新区还通过开展延
时服务、上门服务等，推进法律援助
惠民工程，将农民工、低收入群体等
作为重点服务对象，降低法律援助
门槛；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推
行当天申请、当天受理、当天指派律
师，全年受理援助案件3200余件。

2022年新区化解
矛盾纠纷近7000件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检察机
关履职能力和案件质效，最高人民
检察院近日发布了6件人民监督员
参与和监督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活动
典型案例。其中，黄岛区人民检察
院督促整治燃气安全隐患行政公益
诉讼案入选典型案例。
　　据悉，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涉
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安全生产
等多个领域。在区检察院督促整治
燃气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中，
该院邀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民监督
员通过协助调查、公开听证、落实反
馈、深入现场“回头看”等参与公益
诉讼办案全过程，一方面为提升监
督质效提供了专业支持和技术保
障，促进整改落实更加高效；另一方
面对行政机关履职进行了精准监
督，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公共安全贡献了检察力量。

区检察院一公益诉讼案
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李宛遥
　　
  “通过这次听证，我们深刻认识到
自身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愿
意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今后也不会再
为一己私利破坏生态。”日前，黄岛区

（西海岸新区）人民检察院对崔某某等
6人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举行互联
网公开听证。听证会上，在听完承办
检察官的普法说理后，当事人纷纷表
达了忏悔。
　　这是区检察院积极开展检察听证工
作的一个缩影。2022年以来，该院认真
贯彻落实最高检检察听证工作要求，对
拟不起诉案件、分歧争议、重大有影响案
件公开听证，着力在加大听证力度、优化
听证流程、丰富听证形式三个方面下功
夫，让检察办案可监督，让司法公正可
感知。据统计，区检察院2022年公开听
证案件达177件，同比增加134%，取得了
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据了解，为确保听证案件办理的

公正性，区检察院从律师、医生、公务
员等各界人士中公开选聘47名听证
员，开展任职培训，实行“轮任制+选任
制”模式，对于特殊领域、个别罪名的
案件，选取具有专业知识的听证员参
与，发挥听证员的“外脑”作用。
　　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办案人拟作出与听证员意见不一致的
检察处理决定时，将层报分管副检察
长或检察长批准，并及时向听证员反
馈案件处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赢得
听证员的认可。目前，听证员提出意
见200余条，未采纳1件，经案后充分沟
通，听证员表示无异议。
　　公开听证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诉
源治理的重要手段。记者了解到，在办
理燃气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中，区检
察院发出7份督促履职检察建议后，召
开公开听证会，邀请相关行政机关参
加，并邀请人民监督员、燃气安全领域
专家及人大代表担任听证员，听取整改
打算、研究整改措施。听证后，各责任
单位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整改液化气站
无证经营、气瓶到期未报废等问题10余
项，补贴置换废旧气瓶6万余个、加装智

能角阀2万余只，防范了重大风险，惠及
了万千家庭。
　　该院还充分发挥“互联网+检察”智
慧检务优势，开展线上听证2次、互联网
直播听证1次。如检察人员办案发现，某
网站向社会公示困境儿童受助信息时，
未将姓名、住址等关键信息隐去，损害了
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公共利益。在制
发诉前行政检察建议后，该院组织线上
听证会，远程出示相关证据和依据，宣读
了检察建议书，被建议单位予以认同，立
即整改了相关问题。
　　对于具有听证诉求又出行不便的
当事人，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及时开展
上门听证，减轻当事人诉累。田某某
2015年因交通事故导致七级伤残，失去
劳动能力，后续治疗费用尚无着落来院
申诉。了解情况后，办案人员主动上
门，邀请驻村第一书记、网格员等担任
听证员，就案件基本事实、经济损失及
当事人因案致贫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当
场通过对田某某开展支持起诉和司法
救助的工作方案，听证员及申诉人均对
检察工作的快速高效、务实为民给予高
度评价。

公开听证让公正可感可触
区检察院2022年公开听证案件177件，同比增加134%

惠民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