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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策红利的精准落地，到合规
体系的筑基工程，新区以法治思维、
专业力量赋能企业发展，持续擦亮营
商环境“金字招牌”。今年，区司法局
将进一步创新惠企法律服务模式，以

“5+5+7”重点产业链和五大新兴产业
为服务目标，指导惠企法律服务团队
以产业发展政策为靶向，以“点单+附

赠”为特色，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
供精准精细的政策法律服务。同时，
建立“按需加单”机制，通过“动态需
求响应-定制化服务供给-效果跟踪
优化”的闭环模式，让各项政策红利
精准快速直达企业。
　　在深化合规生态链建设方面，区
司法局将遵循“国企示范、优质民企先

行、中小企业跟进”路径，指导、推动区
属国企合规管理工作专项方案（2024
-2025年）落地落实，通过多种合规行
政激励措施推进广大中小微企业主动
合规。同时，开展“产业+法务”合规复
合型人才培养，助力企业构建内部合
规体系，逐步完善区域内企业合规生
态链，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近年来，区检察院以“如我
在访”对待群众诉求，建强用好

“映山红”工作室，实行“一站式
接访、一揽子协调、一条龙督办”
模式，收到的928件群众信访全
部做到“件件有回复”。深化“领
导包案、简易听证、联动调处”多
元解纷机制，首办环节化解率达
90%，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就地
化解。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我们始终坚持高质效履职，依法
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产权和
企业家合法权益，服务保障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同
时，深入落实‘办信访就是办民
生’要求，将‘如我来访解心结、
如我在诉解法结、如我有难解困
结’作为工作理念，以‘映山红’
工作室推动信访矛盾实质性化
解，着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
黄岛检察版。”区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张连杰说道。

双轮驱动，擦亮营商环境法治底色
西海岸新区惠企法律服务团队2024年帮助企业兑现政策548万元，无偿调解案件23起

　　□本报记者 李宛遥

　　“多亏惠企法律服务
团队上门指导，让我们顺
利享受到了税收优惠政
策。”日前，西海岸新区一
家从事AI技术应用的科技
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税
收优惠政策申报成功的页
面，脸上难掩欣喜。
　　这是新区打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一个生动缩
影。2024年，西海岸新区司
法局紧扣区域经济发展实
际，聚焦企业需求，创新服
务模式，以惠企政策法律
服务与企业合规建设“双
轮驱动”，交出了一份助力
经营主体发展的亮眼答
卷，全年帮助企业兑现政
策548万元，无偿调解案件
23起，企业对惠企政策兑
现好评率达93.03％。

　　针对企业反映的“政策找不到、
看不懂、用不上”的痛点，区司法局创
新构建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通过

“企业点单-镇街部门制单-司法局派
单-惠企法律服务团队接单-审核组
织-现场督导-结果验收-反馈收集-
服务优化”的链条化闭环服务体系，

将政策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
灌”转变。据统计，2024年，新区惠企
法律服务团队共计开展政策宣讲24
场次，为1300余家企业提供定制服务
2750次，线上服务量突破1.3万次。
　　“过去找政策像大海捞针，现在
服务直接送上门，太贴心了。”新区一

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道出了众多企
业的心声。据悉，新区惠企法律服务
团队主动上门帮扶，不仅为企业适配
了可享受的惠企政策，还手把手指导
企业开展合规建设，完善交易模式、
降低交易风险，保障了企业的各项合
法权益。

　　日前，区司法局联合青岛职业技
术学院风险（合规）管理研究中心，面
向新区区属国企、头部民企以及相关
部门企业合规业务负责人200余人，开
展“企业合规管理建设”主题培训。
　　合规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区司法
局充分发挥专业机构智力赋能和科
技支撑作用，与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在

企业合规管理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对
区内21家国企和23家民企进行合规
建设调研，形成《青岛西海岸新区企
业合规制度建设专题调研报告》，并
在此基础上起草《青岛西海岸新区企
业合规体系建设导则》《青岛西海岸
新区企业合规激励指导意见》和《青
岛西海岸新区企业合规指标评估办

法》。
　　当前，企业合规建设向全区21家
国企全面推开，实现国企合规全覆盖，
10余家头部民企也完成合规体系建
设，律师行业党委印发实施《青岛西
海岸新区律师行业合规工作指引》，
在探索“行业自治+行业合规”工作中
取得良好效果。

“一揽子和解”结清二十年旧账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付立娟 石艺

　　“多亏了检察官，我们三方的债务才得以彻底厘清，公司终于能恢复生产经营了。”近日，在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
检察院“映山红”工作室，三方当事人刘某某、王某某、张某某在检察官的见证下支付案款、握手言和，两起长达20年的债务纠纷画上了圆满句号。

惠民法治

　　2005年，刘某某与王某某因合
伙承包工程产生经济纠纷，后刘某
某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判决王某某
支付刘某某各项费用共计19万余
元，该判决因王某某名下无个人资
产一直未执行。2024年10月，二人在
区法院执行局争执不下后发生推
搡，刘某某倒地并报警，双方积怨进
一步加深。
　　2024年12月，刘某某向区检察
院申请执行监督。“映山红”工作室
的检察官迅速展开核实。经查，法院
此前已依法对王某某采取财产查控
和限制高消费等措施，不存在怠于
执行等行为。
  检察官还了解到，刘某某系某
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持有
多项专利，前期研发投入巨大导致
企业资金链紧张，急需回笼资金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王某某系某工程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他采取
的相关限制措施也影响到了企业的
正常运转。

　　程序虽已结，讼争却未解。当事
人之间长达20年的积怨如何得到化
解？两家民营企业怎样才能重焕生
机？检察官经反复研究案件细节，发
现刘某某与王某某曾是朋友，且王某
某子女的经济状况较为殷实，有帮其
还债的意愿和能力。检察官立即抓住
这一线索，寻找双方和解的可能性。
　　经与双方多次商谈，检察官终于
使当事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可在今年
春节前夕，双方突然反悔，调解工作
陷入僵局。对此，检察官没有放弃，继
续深挖案件细节，终于从刘某某另一
件久拖未决的民事纠纷中找到了突
破口。
　　原来，2005年，刘某某、王某某与
案外人张某某合伙从事工程施工，因
工程款给付产生经济纠纷。张某某起
诉后，法院判决刘、王二人共同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刘某某已履行2.3万
元，仍有13.3万元未履行。检察官立
即联系张某某，对方表示只要能收回
剩余本金，利息可以不追究。

　　“我们不仅要为当事人减少讼
累，还要从根源上化解他们的‘心
结’，最好能将这两起长期困扰当
事人的纠纷一次性解决。”经多轮
深入探讨，检察官最终确定了“一
揽子和解”的基本思路。随后，检察
官分别与三方当事人进行深入沟
通对接，针对各自情况进行精准释
法说理，并制定具体和解方案：由
王某某支付张某某的剩余本金，同
时向刘某某支付其本金，合计37.4
万元，将两起20年未执行完毕的民
事纠纷以及连带赔偿背后的再次
追偿纠纷等一次性解决。该方案得
到三方一致认可。
　　最终，三方当事人在“映山红”
工作室达成书面协议，王某某的子
女代替王某某当场支付37.4万元，
刘某某提交书面撤回监督申请。横
亘在三方当事人之间长达20年的
复杂债务“死结”被解开，三方均对
检察官的高效履职、司法为民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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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发展构筑“法治护城河”合规筑基

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创新突破

合伙工程引发纠纷
企业发展受阻碍

程序虽结讼争未解
深挖细节寻转机

加强沟通深度对接
“一揽子方案”促和解

对待诉求“如我在访”
高质高效化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