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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述法报告
贺兰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炳炳

2024 年，在区、市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

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一体推进法治贺兰及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建设。根据述法工作要求，现将履职情况汇报如下：

一、突出政治引领，把牢正确法治方向

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导

党员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应对

风险的能力和水平。一是强化理论武装。在全县党员干部中推行

务实善干的学风作风，力促个人自学和集体研学相结合，引领深

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和党的二十大关于法治建设

的重要部署要求，带着问题原原本本学、逐条逐章看，不断提升

法治素养。二是坚持示范带头。紧盯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
建立“1＋2＋X”领导干部学规学法清单，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

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严格落实政府常务会

议会前学法制度，年内组织学习法律法规 12 次。三是提高依法

履职能力。坚持任前必考法，组织开展全县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

识考试 5 次，以考促学、以学促用，不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行政

水平。鼓励各执法岗位公务员积极参与执法证考试，全县共有行

政执法人员 812 人。组织开展全县行政执法专题培训 3 期，各执

法单位自主开展培训 168 次，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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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

一是扛牢法治建设责任。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坚持重要工作直接部署、重大问题直接过问、重点环节直

接协调、重要任务直接督办，召开政府常务会专题听取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汇报 2 次，研究部署工作 20 余次。督促政府系统各部

门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全县领导

干部述法工作全覆盖。2024 年度，贺兰县被评为自治区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地区。

二是完善依法行政体系。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决策，落实法律

顾问制度，编制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政府部门权责清单等文

件，依法公开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 3311 项，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严格执行“五个不直接分管”“三重一大”等集体事项决策

和县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专题会议等制度，不违规干预司

法活动、不插手具体案件处理。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社会和舆

论监督，及时向县人大报告、向县政协通报重大事项，确保政府工

作贯彻党的要求，体现人民意愿。年内组织开展合法性审查 220

件次。

三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出台涉企执法能力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 30 条指导意见，制定《贺兰县涉企行政执法监督任务清

单》，扎实开展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法规政策文件清理工作，废

止 2 件，宣布失效 22 件，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深化政府服

务改革，创新构建“1233”工作机制，着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

事”改革和“简易一件事，免申即办”增值化改革，政务服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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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办理时限平均压减 62%以上，群众跑动次数减少 70%以上，政

务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大幅改善。

四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持续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充分

发挥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紧抓政府领导班

子，严格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2024 年全县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司法检察建议按期办复率、法院生效裁

判履行率均达 100%，一审行政案件平均败诉率为 6.98%，同比下

降 30%以上。不断完善“府院联动”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机制，化

解行政争议 74 件，实质化解率达 86%。推行复议审理“1+1+N”

模式，受理复议申请 166件，同比增长 118.4%。创新“3333”纠

纷化解新模式，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2726件，化解率 99%。

五是强化法律服务质效。深入开展“八五”普法，深化“法

律十进”活动，推动宁夏黄河法治文化带主题公园等法治文化阵

地提档升级，创作“泥哇呜”等非遗法治文化作品 60 余个，“法

治贺兰”抖音号浏览量超 10 万人次，不断扩大普法覆盖面和影

响力。扎实开展各类法律服务活动，指派法律援助案件 344 件，

解答各类法律咨询 2434 人，做到“应援尽援”，切实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贺兰县司法局荣获全国“八五”普法中期表现突出的单位。

三、上年度问题整改情况

贺兰县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实效为目标，针对上年度述法

工作中查摆出的 5 项具体问题，建立“靶向分析-精准施策-闭环

整改”工作机制，均已整改完成。一是深化整改落实，实现法治

效能系统转化。及时跟进整改述法工作中暴露的问题短板，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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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重大行政决策刚性约束、执法队伍建设、执法三项制度落实

等方面强化措施，通过问题整改的“小切口”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的“大突破”。二是完善制度体系，构建法治政府建设长效机制。

健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通报机制和整改落实反馈机制，综合运

用现场反馈、下发建议函整改等方式，统筹清单式学法、一把手

讲法、年终述法、任前考法一体推进，形成责任落实工作闭环。

三是强化能力建设，锻造法治型干部队伍。深入开展法治教育，

常态化落实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和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法，重点强化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思维养成，推动法治能力成

为领导干部履职的“硬指标”。

四、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在总结工作的同时，我也清醒地认识到法治建设还存在一些

问题和不足。一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应对风险

的能力有待提升，部分领导干部在应对突发事件和复杂社会矛盾

时，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还不够成熟。二是法治化营商环

境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在部分领域执法规范化水平和监督效果

仍有待提升。三是部分行政争议案件因历史遗留问题成因复杂，

个别单位在行政争议化解过程中主动性不强，导致行政争议实质

性化解效果还不够显著。

2025 年，我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

定，奋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一是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上再奋进。带头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关于法治建设的总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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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扛牢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全面落

实中央、区、市关于法治建设工作部署，紧抓法治政府建设各项

任务，全面梳理短板弱项，总结经验亮点，推动全县法治建设工

作提速升级。二是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再提升。持续推动涉

企行政执法能力建设，着力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便捷

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培育依法守规的法治文化氛围，重点部署

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护航企业健康发展，为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安全提供法治保障。三是在行政争议化解质效

提升上再突破。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建

立涉企行政争议“容缺受理”机制，为企业申请复议提供便利。

提升行政争议协调化解工作水平，全面推行“N+塞上枫桥调解品

牌”多元化解机制，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和初始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