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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辽宁省沈阳市始终
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政
府建设决策部署，在省委、省政府坚强
领导下，全面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
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
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翻看两年多以来沈阳法治政府建
设成绩单，可谓硕果累累：名列辽宁省
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综合评
定第一名，获评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市；被省委依法治省办推荐为国家级法
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综合候选地区，现
已通过书面评审，入围实地测评；连续
两年获评国家营商环境标杆城市；被国
务院确定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试点城市；在《2021年全国政务热线
服务质量评估报告》中，沈阳市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取得A级评价，并获

“服务创新优秀单位”称号等。

纳入规划计划
夯实法治根基

近年来，沈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法治政府建设，将法治政府建设纳
入全市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
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
同督促，不断夯实法治根基。

沈阳市党政主要领导积极履行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有效推动法
治政府建设目标任务落地落实。同时，
将23家单位纳入沈阳市全面推进法治
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上下
贯通、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市还将党政
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
任人职责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把
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市级层面督查检查
考核计划。

沈阳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佩
军介绍：“沈阳市法治政府建设重要督
查检查考核事项以市委、市政府名义集
中组织开展，真正做到目标统筹、任务
统筹、力量统筹、成果统筹，不仅为基层
减负松绑，还有效提升了工作质效。”

沈阳市通过召开市委常委会、市
政府常务会议、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会议、法治专题讲座，深入开展市政府
部门主要负责人释法工作，党员干部
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显著提高。

“要用一生学宪法、一世用法典的
行动自觉，做守法用法执法的表率。”
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宋坤赤说。

提升服务质量
擦亮法治名片

“我来一趟就全搞定了，真是切身
感受了‘最多跑一次’的效果。”申请人
孙某说。

原来，前不久孙某所在律师事务
所的合伙人提出退伙，孙某不了解申
请流程和所需材料，就打电话咨询。工
作人员详细告知如何在网上申办，节
省不少时间。让孙某切身感受到行政
审批的高效便捷，是沈阳市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擦亮法治名片的生动体现。

在工作中，沈阳市推动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持续简政放权、
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取消下放调
整行政职权1135项；全市工程建设项
目总体审批时限控制在40个工作日以
内；528项涉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改
革实现全覆盖，惠及市场主体10.01万
户，审批时限平均压减70％以上，审批
效能大幅提升。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一码通城”

整合医保码、社保码等18项功能，全国
领先；“一网通办”实际网办率提升至
93.8％，全省领跑；“一件事一次办”事
项达到609件，主要应用场景达到全国
一流水平。

保障企业发展环境，对涉及市场
主体经济活动的1316件政策措施开展
清理，纳入“政策措施库”1021件；深入
开展“万人进万企”活动、实施“一联三
帮”，累计帮助企业解决1.6万个问题；
组建公共法律服务团，走访企业2000
余家，开展法治体检280余次，公共法
律服务实现14个产业园区全覆盖。

规范依法行政
彰显法治力量

今年7月1日，《沈阳市行政执法
“十条禁令”》出台，对影响市场主体公
平竞争、随意使用行政强制措施等十
个方面，作出禁止性规定。

这是沈阳市不断规范依法行政，
彰显法治力量的一个缩影。

为使依法行政在正轨上运行，沈
阳市严格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处罚
法，积极完善行政执法权限协调机制，
促进跨领域跨部门联合执法、协作执
法组织有力、运转顺畅；深化行政执法
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城市管理、市场监
管等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制度7部；全面
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公示2.2万
项行政执法事项、2.3万名行政执法人
员基础信息，配备执法记录设备1.5万
部；全面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共设定免
罚事项1725项，2021年度累计免罚个
人3.3万次、企业845家，免罚金额达
4109.9余万元；公布行政执法监督举
报电话，受理执法投诉77件。

在纠正某执法单位违法处罚案件

中，沈阳市司法局依法签发《行政执法
监督通知书》，撤销该执法单位作出的
错误行政执法行为，为某企业挽回直
接损失100余万元。

多元化解纠纷
传递法治温度

为了传递法治温度，沈阳市全面
建立公正、高效、便捷的多元化矛盾纠
纷解决机制，使人民群众权益受到公
平对待、获得应有尊重。

在此项工作中，沈阳市2637个覆
盖城乡的“村（居）民评理说事点”作用
得以充分发挥，化解矛盾纠纷 4.8 万
件，解答群众法律咨询8.8万余次；各
级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纠纷成功率达
99％。

在沈阳市浑南区的“张大姐”个人
品牌调解室，多年来帮助群众挽损达
1000余万元，调解集体信访22件，有
事就找“张大姐”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
生活常态。

沈阳市还组建了行政复议委员会，
完成集中复议管辖。全市审结行政复议
案件22909件，立案前化解15185件，立
案后通过化解方式结案7013件，综合化
解率达58.3％，持续位居全国前列。

此外，沈阳市组织各地区、各部门负
责人参加旁听法院庭审活动，今年1月
至 5 月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
98.3％，出庭率比同期发生了质的飞跃。

“与行政相对人面对面进行沟通，
释法说理，对缓解当事人对立情绪、减
少矛盾冲突起到了积极作用，还能更
直观了解本部门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存
在的薄弱环节，增强依法行政意识。”
沈阳市一名行政机关负责人表示。

（《法治日报》张国强韩宇李长生）

11年前，一场车祸让董志强从一
个健康且充满活力的小伙子变成了
高位截瘫的残疾人。迷茫、纠结、痛苦
过后，他想着关心自己的家人，又再
一次振作。生活仍要继续，唯有活着
才有希望，唯有坚强方能逆风翻盘。

2019 年 8 月，受到台风“利奇
马”影响，安徽宁国部分山区发生了
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抗灾的队伍中，
董志强看到了一支“蓝色队伍”——
宣城市蓝天救援队。在这支队伍的
队员身上，董志强感受到前所未有
的生命力。加入这个队伍，做些有意
义的事情吧！这个念头在董志强脑
海里愈发强烈，他主动联系了宣城
市蓝天救援队的队长苏成龙。然而，
若无人帮扶，自己连起床都不能做
到，又能为队伍做些什么呢？

“只要有做公益的心，总能找到
合适的岗位！”苏成龙的一句话给了
董志强莫大的信心。2019 年 9月 1
日，董志强正式加入宣城市蓝天救
援队，不能像队友们一样出勤，那就
在后方做好救援信息的统计工作。

然而这份工作对董志强来说也
并不容易，他无法正常使用双手，只
能用嘴叼着木棍，在木棍前方安装
触控笔来控制平板页面。队友们出
勤时，群里随时会传来照片、视频等
各种信息，为了不遗漏信息，他总是
先将群信息复制，再慢慢登记，普通
人一个小时能完成的工作，他要花

费两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
在他人看来，董志强大可不必选

择这种辛苦的生活方式，但他却说：
“能走上公益的道路，对我来说是一
种幸运，我还能为队友们做力所能
及的事，这就是我生命价值的体现，
这份事业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加入蓝天救援队两年多的时间，
董志强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队友志愿
服务的内容和时长，但对自己的付
出他却从未记录。还是细心的队友
发现了，这才帮他统计上。在队伍
里，他的志愿服务时长排在第三位。

公益成为点亮董志强灰暗生命
中的一道光，他也身体力行、尽己所
能回馈着社会。近年来，董志强还积
极创业，通过微信、抖音等平台销售
家乡沈村镇胡村的特产小鱼干，为
村里的老人带来福音。“我一年要收
10万元左右的小鱼干，都是从村里
老人手上购买的，几十户老人每年
也能增收5000元左右。”董志强说，

“今后我还会好好经营网络平台，争
取销售更多家乡特产！”

2020年，董志强当选宣城好人。
如今，董志强凭借着自己的坚强和
智慧，不仅实现了经济自立，还时常
对他人施以援手。“公益不是一个人
的全力以赴，而是所有人的力所能
及，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是会坚守
初心，在公益的道路上一直前行！”
董志强如是说。

“在公益的道路上一直前行”
——记宣城好人董志强
宣文

“女儿长大后，希望她也能成为
一名乡村教师。”7月5日，看着才2
岁的女儿，周梓金心里带着许多期
许。受祖辈的影响，原本学设计专业
的周梓金在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家
乡湖南省隆回县横板桥镇，在罗子
团中学担任了一名乡村教师。

周梓金的爸爸周新平，原本在横
板桥镇电视台上班，后改行从教，在
罗子团完全小学教书育人。周新平
虽是“半路出家”，但头脑灵活，肯钻
研，勤学习，短短几年就成为学校的
名师。他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引导
学生如何学习、如何做人。有个叫小
松的学生，因成绩差产生了厌学情
绪，周新平经常找他谈心，告诉他人
生的路有很多条，不要对生活失望。
后来，小松进入部队，现已成为一名
优秀士官。每次回家探亲，小松总要
来看望周新平。在他的心里，周新平
老师就是他的人生指路明灯。

周新平的妻子廖米桂，也是横板
桥镇中心小学一位富有爱心的乡村小
学教师。班上一名特困学生阳阳，从小
失去了母亲，父亲成天在山上放牛，对

他的学习生活很少过问。廖米桂看在
眼里，痛在心里。家访时，她专门为阳
阳买了衣服、牛奶，督促阳阳的父亲平
时多关爱孩子，并给父子俩捐赠了生
活费。阳阳逐渐变得乐观，还偷偷地和
小伙伴们说：“我也有妈妈了。”

周梓金从小跟随爸爸妈妈在学
校生活，对乡村教师这个职业也十
分崇拜。大学毕业后，他放弃深圳的
高薪工作，回到家乡，跟随父母踏上
乡村从教路。目前，周梓金在罗子团
中学担任政教主任。看到学生们一
个个健健康康、安安全全地生活、学
习，他觉得虽然有些累但是很快乐。
工作中，周梓金结识了横板桥镇中
心小学的一位女教师于梅芳。两人
志同道合，结为伉俪。

如今，在周梓金家中，叔爷周述
钊曾在横板桥镇中学任教，现已退
休；姑姑周湘、姑父欧阳锡品都在罗
子团中学任教；姐姐廖美红和弟媳
孙娇琳在罗子团完全小学任教；弟
弟廖仁湘在西洋江镇碧山中学任
教。家中有十人做过乡村教师，乡邻
称他们家为“教师之家”。

7 月 7 日，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走进市第三小学开展“小手拉大手 文明安全行”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民警结合辖区真实案例，向师生讲解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和交通安全基本常识，教育学生如何辨别、拒绝乘坐非法营运和超员车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图为民警在讲解交
通安全知识。 唐光新 周国辉 摄

本报讯（李莉）日前，四川省文
明办、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省
关工委组织开展了2022年四川省

“新时代好少年”评选，全省共有
30名“新时代好少年”受到表彰，
来自宜宾市叙州区的学生胡玮童
上榜。

胡玮童是宜宾东辰国际学校
初2019级五班学生，她热心公益，
从八岁开始公益“小达人”之路，曾
多次参加慈善一日捐、文明交通劝
导、爱心捐赠等公益活动。

据悉，宜宾市叙州区文明办已
连续5年组织开展“新时代好少年”
选评活动，累计评选出叙州区“新
时代好少年”90名，已获评四川省

“新时代好少年”2名，宜宾市“新时
代好少年”21名。通过身边好少年
的榜样示范，常态化开展“新时代
好少年”礼遇帮扶，通过赠送读书
卡、邀请参加研学旅行、广泛宣传
等方式，激励引导广大未成年人见
贤思齐、崇德向善，大力营造争当
新时代好少年的浓厚氛围。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河街乡
柿张社区的张继英有一个崇尚文
明、传承孝道的大家庭。家里总共
有十几口人，家人之间互相包容谦
让，文明和谐、孝善敬老的家风影
响着家里的每一个人。张继英家庭
被评选为2021-2023年度“许昌市
文明家庭”。

张继英的公公任劳任怨，婆婆善
良贤惠，家里弟兄、妯娌之间互相包
容谦让。张继英夫妇负责安排公婆
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

1999年底，张继英的婆婆因劳
累过度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面对卧
病在床的婆婆，张继英承担起了大部
分责任，将婆婆的日常生活照顾得无
微不至。张继英还时常把婆婆推出去
晒晒太阳、和邻居聊聊天。当别人问
她是否会有怨言时，张继英回答说：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照顾老人
是我们作为子女应尽的责任。”婆婆
去世后，张继英怕公公孤单，和爱人
商量后给公公找了一位老伴儿，在和
现在的婆婆相处的过程中，二人也从
来没有拌嘴吵架，关系非常融洽。张

继英为这个家的付出，老人们都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谈起儿媳妇张继英，
公公赞不绝口。

有了张继英夫妇作为榜样，他们
家的孩子也都非常懂得孝顺长辈，
每到周末都会回家看望爷爷奶奶。
张继英为有这么一个文明和谐的大
家庭而感到自豪，她表示，将把这种
优良传统继续传承弘扬下去，感染
和影响更多的家庭。

除了家人，张继英对待工作也是
尽职尽责。作为社区干部，她先后在
社区创办了柿柿红豫剧团、柿张舞
蹈队、腰鼓队、巾帼服务队等文艺队
伍，以此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另外，她还成立了河街乡柿张社区

“巾帼志愿服务队”，定期为社区70
岁以上老人理发、做饭。2020年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张继英和她的“巾
帼志愿服务队”始终坚守在抗疫一
线。张继英还走进大街小巷宣传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

张继英关心着自己的小家，同时
也守护着大家，用一次次行动为家
人做好榜样。

7月10日，笔者从中国海警
局获悉，中国海警95110海上报
警服务平台开通运行3年整，累
计接警 19.3 万余起，有效处警
3.4万余起。

“95110是中国海警向全社
会公开的24小时海上报警服务
平台，是海警获取执法信息、救
助人民群众的有效途径。3年来，
‘海上有警情，拨打95110’的观
念逐渐深入人心。”中国海警局
新闻发言人、执法部副部长刘德
军介绍。

95110 开通运行以来，该
局根据海上执法形势任务变
化优化升级接处警系统平台，
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加强执法
队伍建设，常态组织警情分析

研判，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治
理和海上救助，坚持第一时间
接警、第一时间出动、第一时
间处置，倾力打造高效处警的
为民服务窗口。

据介绍，中国海警95110海
上报警服务平台主要受理海上
治安和安全保卫、海洋资源开发
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
渔业资源管理、海上缉私等方面
的警情，特别是对重特大警情建
立起业务部门跟踪指导、区域协
同处置等机制，确保各类警情得
到快速稳妥处置。依托该平台，
中国海警局全力打造“点对点、
扁平化、智能化”的海上报警快
速反应指挥体系，推动各级海警
机构加强警情数据统计分析，研

判警情规律特点，有效开展预防
治理。该局构建了一点报警、全
网皆知、直达末端的“四级联动”
接处警模式，打击海上违法犯
罪、服务人民群众，健全海上救
助、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将“枫桥
经验”从陆地“嫁接”到海上，让
中国海警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和海上纠纷的“调解员”。

3年间，该平台有效处警3.4
万起，抓获嫌疑人1.3万余人，化
解矛盾纠纷5400余起，处理救
助警情3400余起，救助船舶600
余艘、群众2600余人。海上有效
接处警量由平台开通前的每年
不足 3 千起增至年均 1.1 万余
起，处警满意率达90%以上。

（人民网李楠楠）

张继英：传承好家风和睦一家人
武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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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警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
3年有效处警3万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