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法，于依法履职时深植。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新任职领导干部正在进行
庄严的宪法宣誓。呼和浩特市紧抓

“关键少数”，分级分类制定领导干部
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
严格落实宪法宣誓制度，贯彻“谁执
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率持续保持100%。

普法，于日常生活中融入。呼
和浩特市推进“八五”普法，将提升全
民法治素养作为重要任务，让普法宣
传真正“活”起来、“落”下去。“千名干
警下基层”“万名律师进乡村”深入一
线释法解惑，“法治乌兰牧骑”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法治精神，

“法治嘉年华”寓教于乐，吸引全民参
与；“校园法治文化节”为青少年扣好

法治“第一粒扣子”，绘就了一幅生动
鲜活的“法治惠民图”。全市3个村
（社区）被命名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

普法，于文化建设中提升。以
落实北疆文化建设提升行动为牵
引，打造以“法润青城”为主品牌，

“律动青城”“法惠民生”“青城法治
公交”等“1+N”个法宣品牌矩阵，让
普法工作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
推出《思法人生》15部法治影视作
品，用光影艺术传递法治力量，讲
好法治故事。建成法治广场、法治
公园、法治长廊等1883个法治文化
阵地，成为市民休闲学法、浸润法
治精神的“法治驿站”，让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成为首府人的文化自觉
和行动自觉。

普法弦歌动北疆法治甘霖泽万家

在玉泉区清泉街社区的“荷香
唠嗑室”，社区党委书记武荷香端
来热茶，听居民老张抱怨屋顶漏
水。几通电话后，供热公司维修队
已上门。“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
社区、矛盾不上交，是我们的铁
律。”这位“解忧人”笑道。全国新
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荣誉称
号映照着清泉社区持之以恒化解
矛盾的足迹。

矛盾，在“唠嗑”中消融。“说
理堂”内，律师正调解遗产纠纷，
红石榴凉亭下，派出所民警疏导
着失业青年的焦虑。史某出狱后
自暴自弃，是辖区易引发矛盾的
重点人员，社区通过无微不至的
关怀，积极帮助其就业、组建家

庭、融入社会，如今他是玉泉区清
泉街社区的志愿者，帮扶百次特
殊人群的温情，让“隐患”变为得
力“帮手”。玉泉区清泉街社区的
模式是呼和浩特市“法治为民”的
缩影。

服务，在“指尖”上抵达。“呼和
浩特司法通”一村一社区一码贴满
全市9个旗县区1401个村（社区），
795名律师、7176名法律明白人实
时提供线上法律咨询、纠纷调解。
下岗工人李姐通过“扫码”找到公
益律师，追回欠薪；独居老人在村
里“法律明白人”的引导下，识破了
保健品骗局。法治，从此不再是抽
象条文，而是“30分钟公共法律服
务圈”里触手可及的暖光。

法治温情润青城枫桥新绿映民心

呼和浩特市持续提升行政立
法质效，建立和形成了较为完备
的政府立法和审议机制，以及专
家智库、咨询论证、公众参与和
第三方评估等机制，现行有效地
方性法规 56 部、政府规章 31 部，
形成了具有首府鲜明特色的法规
制度体系。

特别是紧紧围绕完成习近平
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

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
大事，以自治区出台的《内蒙古
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促进条例》等 6 部地方性
法 规 为 依 据 ，制 定 呼 和 浩 特 市

《大青山前坡生态保护条例》《大
黑 河 郊 野 公 园 生 态 保 护 条 例》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等法
规规章，构筑起保障两件大事在
首府落地落实的法规制度体系。

坚持良法善治服务保障中心大局

“在办业务的时候，工作人员和
我坐到一块儿，帮着我审材料，辅导
申报操作，下次再办理类似业务，我
自己就会了。”在新城区政务服务大
厅一楼“帮办代办”窗口办理完业务
的张先生满意地说。在此窗口，凡
属于帮办代办清单、窗口受理清单
的事项，均为企业群众提供“一对
一”的无偿帮办代办服务，专项工作
人员负责协调解答咨询、受理代办
申请、解决审批问题。

为构建高效便民服务体系，呼
和浩特市本级政务服务事项由
1296 项精简到 405 项，实现“一网
通办”“全程网办”，264项事项实现
了“京津冀呼通办”，还推出了 166
个“高效办成一件事”，设置“企业
开办一站式服务专区”，进入全国
行政审批事项最少城市行列；同时
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首个“12345”
政务便民服务热线管理运行体系，
获评“全国十佳杰出热线典范”“为

民惠企十佳典范”。
坚持诚信为本，呼和浩特市将

法治政府与诚信政府建设一体推
进。认真贯彻自治区《社会信用条
例》，构建“信用+监管”社会信用体
系，在科研、文旅等 15个重点行业
建立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选树
青城好人、诚信示范企业、示范街区
等诚信主体 99 个，曝光失信案例
235个。承办第六届中国城市信用
建设高峰论坛，上榜“2024诚信建
设影响力城市”。

位于国家“东数西算”八大枢
纽节点内蒙古枢纽节点的呼和浩
特市，近年来充分发挥绿色算力
中心优势，建成投用公共数据一
体化管理平台，全市 109家单位接
入“智慧城市大脑”，涵盖政务服
务、民生、医疗等领域 1000余个应
用 场 景 ，全 市 网 上 可 办 率 达
99.7%，数据赋能政务服务和城市
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

优化职能提质效擦亮法治“金名片”

舟行万里，操之在舵。呼和浩
特市聚焦政治引领，强化党的全面
领导，常态化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
设重大事项和相关工作，将法治政
府建设纳入“十四五”城市发展总
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编制呼和
浩特市法治建设“一规划三方案”，
并将落实情况列入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年度绩效考核体系。严格
落实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报告和公
开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形成

“长远规划+年度计划+绩效考核+
广泛监督”的法治政府建设体系。

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过程
中，市、旗县区通过常态化开展中

心组学习、常委会会前学法等活
动，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实
践能力，并严格履行党政主要负
责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各旗县区通过定期召开依法治区
委员会会议，审议工作要点与计
划，听取工作汇报，同时明确各单
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清单，落
实年度述法制度，形成层层压实
责任的工作格局。

2023 年，呼和浩特市获评“自
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新城
区、玉泉区、托克托县、赛罕区先后
获评“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旗
县区”。

政治引领强机制法治护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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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观宪法宣传教育基地

和林格尔县法治文化宣传园

坚持“开门立法”

民法典宣传活动

公安民警走进内蒙古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普法活动

举办呼和浩特市法治政府建设暨行政执法质量提升培训班
王劭凯 摄

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全国第28个知识产权法庭

呼
和
浩
特

呼
和
浩
特
：：
法
治
政
府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蹄
疾
步
稳
成
效
丰

建
设
蹄
疾
步
稳
成
效
丰

●
本
报
记
者
武
子
暄

实
习
记
者
于
梦
圆
文/

图

法治兴则国兴，法

治强则国强。近年来，

呼和浩特市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以创建全国法治

政府建设示范市为抓手，

使法治政府建设人人参

与、示范创建成果人人共

享，让法治政府建设成为

首府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竞争力和坚强保障。

入选“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上榜“诚信建设

影响力城市”，获评“十大

最具投资价值城市”“中

国投资热点城市”“高质

量发展营商环境最佳城

市”，入围第三批“全国法

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候选

城市……一个个厚积薄

发的结果，是对呼和浩特

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成

绩的最好注解。

2024年11月27日，清晨的阳
光穿透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法庭的玻璃，法槌轻响——
这是知识产权法庭揭牌后的“第
一槌”。合议庭成员凝神翻阅此
起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案件的案
卷，庭审中的举证与辩论清晰有
序。“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
序集约化、人员专业化正是知识
产权法庭设立的初衷。”主审法官
说道。这声法槌，叩响了首府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纪元。

革新，从破除“小马拉大车”
开始。推动城市管理、市场监管
等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推动

执法资源向基层下沉，构建权责
统一、运行高效的行政执法新格
局。在基层，56项赋权清单让乡
镇告别权责模糊，做到“一张清单
管权责”“清单之外无权力”。

监督，从构建行政执法监督体
系入手。纵向在市、旗县区两级成
立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在全市司
法所全部加挂“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办公室”，建成三级全覆盖的行政
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横向在
自治区率先建立“12345”政务热
线、工商联、“蒙企通”平台行政执
法监督工作联席机制，让全社会参
与行政执法监督。

执法革新筑根基护企优商见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