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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一）强化法治思维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党组会、理论学习

中心组会议、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形式，进一步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理想信念教育、廉政警示教育，以原原本本

学、交流研讨学等形式，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坚持运用法治思维，

严格依法依规履职，坚决维护法律法规的刚性和权威。

（二）压紧压实法治责任

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提

升法治意识和法治水平，带头学习党内法规、宪法法律，带头依

法履职；严格落实“述法”要求，在政法委员年度述职报告中报

告学法守法用法情况，全面落实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召开党

组会、审委会，及时研究解决审判执行工作中的各类问题，做到

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大任务亲自督导，有

效推动法院各项工作开展。

（三）严格执行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机制

涉及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大额款项支出等内容，均严格按

规定按程序开展，确保各项决策依法依规、合法有效；进一步规

范重大事项决策行为，推动依法决策民主化、法治化，把调查研

究、征求意见、合法合规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

必经程序，切实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做优为大局服务

一是创优法治营商环境。依法审结买卖合同等各类合同纠纷

3394 件，审结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纠纷 141 件；

开展“法治体检”活动，审结公益清算案件 10 件，服务加快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是服务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审慎审理土地承包、农产品

买卖等涉农纠纷案件 371 件，依法妥善审理赡养、相邻关系、高

额彩礼等纠纷 122 件，发布移风易俗典型案例 10 余个，开展“法

治进乡村”普法宣传活动 5 次，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保障。

三是助推法治政府建设。依法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49 件，审查

非诉执行案件 378 件，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旁听庭审，巩固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 100%成效，以“关键少数”破解行政争

议“关键问题”。

（二）做实为人民司法

一是持续强化民生保障。依法审结各类民事案件 6779 件，同

比上升 16.28%；审结机动车交通事故、医疗损害等各类纠纷案件

683 件，审结婚姻、继承、抚养等家事案件 874 件；成立校园安全

先议办公室，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4 次，“法院开放日”活动

2 次，“小法官”沉浸式普法教育活动亮相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

闻天下》栏目。

二是持续攻坚执行难题。受理执行案件 4509 件，执结 3817

件。组织开展“春雷行动”“夏日风暴”“秋季行动”“执守中秋”



“冬季治理欠薪”等专项执行行动，发放执行案款 4210 笔 3.27

亿元，执行案款管理工作被中院肯定，在全市法院系统作经验交

流。

三是持续优化诉讼服务。做优司法暖心“微服务”，设立诉讼

引导和辅导区，配备无障碍通道和无障碍设施，提供类案诉状模

板，推动诉讼服务中心全面转型升级。

（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一是守护社会安全稳定。审结各类刑事案件 225 件，常态化

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审结涉恶案件 2 件 10 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十个月至七年不等的刑罚；加大典型案例宣传力度，深入社区宣

讲《反有组织犯罪法》，进一步提升扫黑除恶工作群众知晓率和参

与度。

二是防范化解行业矛盾风险。依法审结金融借款合同、信用

卡等金融商事纠纷案件 1057 件；执结涉金融机构案件 643 件，累

计执行到位金额 3258.5 万元；稳妥处置商品房买卖、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58 件，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三是做实“抓前端、治未病”。与县司法局联合设立道路交通

事故法律援助工作站；推进示范诉讼机制适用，高质高效化解劳

务合同、物业合同纠纷等系列案件；进一步完善诉非分流、调裁

对接、繁简分流各环节、各关口，诉前调解成功案件 2456 件，调

解成功分流率 26.75%。

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不足和原因

（一）政治理论学习有待进一步加强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更

为法院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学懂弄通习近平法治思想上还有差距，

在熟练理解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

质上还有差距。

（二）学法用法本领有待提高

虽然有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学法的培训，但是对法律法规的学

习和理解不够深入和全面。大部分干警对自己业务领域涉及的法

律法规比较熟悉，对其他部门涉及的法律法规不熟悉，没有全面

学习掌握。同时，用法实践不足，学法和用法结合不紧密，没有

将学法成果转化为推动实际工作的强大动力。

（三）普法方式不够灵活多样化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了解法律的途径越来越多元化，

而当前宣传形式主要以发放资料等传统方式为主，运用新媒体手

段开展法治宣传工作有待加强，宣传力度和覆盖面有待提高，普

法工作对群众法律需求研究不够，缺乏吸引力，普法内容形式较

为单一，群众对扫黑除恶、反邪教、禁毒等有关政策知识的了解

不够深入。

四、2025 年工作打算

（一）加强理论学习，提升干警法治素养

持续深入开展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等法律法规集中学习，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鼓励

干警深入抓好法律法规知识自学，不断提升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

做到学用结合，自觉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纲”和“魂”融入



到法院工作中，在司法办案中贯彻落实好“十一个坚持”，切实增

强党性自觉和政治担当，切实做到“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

（二）坚持公正司法，提升办案质效

始终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审判执行质效、改革成

效的标准，坚持严格公正司法，深入贯彻实施民法典，依法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

积极主动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积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民生司法保障，深化多元解纷，强化释

法说理和判后答疑，全面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效，努力用法治力

量激发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力。

（三）加强普法宣传，营造法治氛围

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创新普法宣传形式，

利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持续深入开展好“送法进校园”、“送法进

社区”、法治讲座等活动，提高群众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法治精

神的认同度、法治实践的参与度， 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营造自觉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浓厚法治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