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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精神
应成为一种信仰

陈春艳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区上下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和社会治理法治化等工作，全面
推进依法治区、加快建设法治内蒙古成为人心
所向。

人心齐，泰山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全面依法治区的伟大实践，离不开各族人
民的共同参与。惟有坚定全民法治信仰，树立
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养成遇事找法、办
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习惯，科学立法、
规范执法、公正司法的社会基础才能越来越深
厚坚实。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在实现“小康梦”

“中国梦”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要时刻铭记法
律底线不能触碰，牢固树立法治的观念和意
识。法治建设应该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
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推进依法治区,加快建设法治内蒙古，让
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学法尊法守法用法蔚
然成风。党员干部要发挥学法守法的先锋模
范作用，媒体要正确宣传引导，大力弘扬法治
精神，人民群众要自觉与时俱进加强各类法
规的学习，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理念，培养法治
思维，提高法治素养，追求公平正义。只有这
样，才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区进程中，建设更
高水平的平安内蒙古，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
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丘原青未了，又到绿波前，湖阔三江水，鱼肥
百草泉，白鸥翔紫塞，碧浪映霞天，回望满洲里，边
疆最北边。”著名作家老舍如此形容呼伦湖。

呼伦湖方圆八百里，碧波万顷，像一颗晶莹硕
大的明珠镶嵌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几年前，湖水面积减少，沙地裸露，我们甚至
可以直接走到大伞亭。”在呼伦湖边已生活 20 多年
的图格木乐指着湖心处一块刚刚冒出头的小岛感
慨道，“如今，大美呼伦湖又回来了。”

美景彰显立法的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于 2016 年 7 月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对呼伦湖保护的各个关键
环节作出规定，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鱼类
等水生野生动物的洄游通道，捡拾鸟卵、捣毁鸟巢
等破坏鸟类及其他野生动物繁殖区及其栖息地等
行为都将被依法处罚。这部条例是呼伦贝尔市自

然保护区历史上首部“一区一法”，也是呼伦贝尔市
自然保护区立法的里程碑。如今，《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已经成为保护呼伦
湖的一个有力的法律武器。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
例》只是我区地方立法工作的一个缩影，像这样的
例子还很多，《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元上都遗址保护条例》
等法规的实施，提升了我区法治建设的精细化水
平。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精细
立法带来了法治权威的树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党委成立了推进依
法治区领导小组，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推进依法治区重要工作分工方案》《内蒙古自治
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
依法治区实施规划（2015-2020 年）》等指导性文
件，完成了依法治区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
在顶层设计下，5 年来我区在立法方面共制定、修
改、批准、审议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例 55 件，作出
修 改 部 分 地 方 性 法 规 的 决 定 3 件 ，批 准 废 止 7
件，审查批准设区的市和自治旗地方性法规单行
条例 17 件。

截至目前，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
有效的地方性法规 181 件，批准设区的市现行有效
的地方性法规 135 件，批准三个自治旗现行有效的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36 件。这些法规、条例涉及自
治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
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自治区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推进科学立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护航
让法治力量浸润人心

—
—

我区全面推进依法治区工作纪实

法治，是安邦固本的基石。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

坚持依法治区，这是建设现代化内蒙古
的重要保证。内蒙古以依法治国为引
领，紧盯顶层设计，回应群众期盼，依法
治区建设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在这里，科学立法不断拓展，民主
法治不断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强力推
进，法治建设成为我区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的坚实守护者。

在这里，法治思维不断创新，执法
方式日趋规范，司法彰显权威公正，公
平正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走近群
众，温暖你我。

在这里，法治精神渐入人心，从领
导干部到普通群众，学法用法守法蔚然
成风，崇尚法律、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
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一个企业要想正常经营需要办多少个证？很
多企业负责人提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很多时候
因为一个章“磨破嘴”“跑断腿”，现在这种情况彻底
改变了。

2017 年 5 月 24 日，内蒙古首批“二十证合一”
营业执照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工商分局发出，呼和
浩特市嘉和泰商贸公司、内蒙古鑫和物联网有限公
司、内蒙古馨芳原物业服务公司负责人领取了首批

“二十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它有效解决了企业办证
“部门多次跑、资料重复交、办理时间长”的问题，为
企业轻装上阵、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这是政府职能转变、提档加速带来的可喜变
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成为法治政府建设
的重中之重，自治区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简政放
权，力度空前，累计取消和下放 223 项本级行政审
批事项，自治区、盟市、旗县权力清单全部编制完

成。
2016 年 12 月，第四届“中国法治政府奖”终评

评审暨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内蒙古自治区推进权
责清单建设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等 10 个项目获得

“中国法治政府奖”，在此基础上公布的内蒙古自治
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行政许可证明事项
清单均成为全国第一张清单。荣誉的背后是我区
在法治政府建设中付诸的努力，经过长期推动，全
区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法治政府建设
成效明显。

“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曾一石激起千层浪。
政府服务中现实存在的信息封闭、壁垒森严等不合
理现象，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为避免各类

“奇葩证明”“循环证明”等现象发生，自治区政府制
定了《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
创业工作方案》，要求加强各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

务协同。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中央向人民群众做

出的庄严承诺。如今，在我区，政务公开透明阳光，
老百姓看得见更信得过，在“互联网+”的浪潮下，
建立政府网站、开设政务微信公号、接受群众信息
公开⋯⋯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得到了有效保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区的号角声中，我区的依法
行政工作已经驶入快车道。

政务生态日渐清朗，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各级
政府依法决策正在成为常态。依法用权成为重要
遵循，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行政权力不再任性，
行政执法越来越规范。法治给百姓带来更多获得
感，行政审批告别了“长途旅行”，百姓办事不再跑
断腿⋯⋯

法治政府建设结出的累累硕果，让人民群众暖
在心里、喜上眉梢。

打造“阳光政府”，扎实推动法治内蒙古建设

深化司法改革，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
2017 年 6 月 5 日，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三庭主审法官程德军在一桩民间借贷案判决
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盖上公章。几天后，这
份只有主审法官签字的判决书直接送达到当事人
手中。而在以前，这份判决书至少要经过庭长、分
管院长两个人签字才能生效。

这种改变始于 2015 年 7 月，我区法院开始全
面推行司法责任制。“司法责任制是法院司法改革
的‘牛鼻子’，我们要紧紧牵住这个‘牛鼻子’，在审
判资源配置、审判模式建立、办案质效提升等方面
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明显成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胡毅峰在全区法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会
议上强调。

包头市九原区法院副院长王栋说起法官审判
权利的回归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法官这个职业
和医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的亲历性很重要，通
过庭审，与当事人面对面沟通，了解他们的实际问
题，这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必须得和病人面
对面交流。“但是在以前，作为分管领导看卷宗，只
是感官认识，就像看病的医生不开药方，不看病的

‘医生’却频开药方，这样就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平公
正。”

我区是司法体制改革第二批试点省区。围绕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的
目标，一系列司法改革渐次展开。

全区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蹄疾步稳，亮点多

多，引人关注——
首批员额法官、检察官遴选工作已经完成，实

现了法官、检察官的专业化、职业化，“让审理者裁
判，让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从理论走向现实。

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制定了《内
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指导意见》。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如火如荼，全面推进审判
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
建设，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权利⋯⋯在
内蒙古，司法领域掀起了从未有过的变革，努力让
人们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传播法治精神，营造全民尊法守法用法氛围
每年 5 月“法治宣传月”活动期间，巴彦淖尔

市磴口县相关部门都会深入农村牧区，采取面对面
授课、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材料、进行文艺表演
等形式，对群众开展集中性的法制宣传教育，让人
民群众与法律“面对面”接触、“零距离”受益。

这是我区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已举办各类宣传活动 2.5 万
多场次，共有 2085.32 万各类普法对象受到不同程
度的法治教育。各地区、各部门举办各类法治讲座
和报告会 13465 场次，举办培训班 15839 期，培训
人员 367 万余人次，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18961 场
次，发放法治宣传资料 3580 万份，开展法治文艺演
出 5294 场次。

法治建设，根在基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
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2017 年 3 月，“乌兰浩特市微普法”微信平台
正式上线，市民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听法、看
法、学法、用法。这是在“互联网+”的形势下，普法
工作创新载体的生动实践。

在今天的内蒙古，法治，如此清晰可见，如此真
实可感。

法治化管理水平稳步提升——
目前，全区有 18 个旗县（市、区）被评为“全国

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20 个旗县
（市、区）被评为自治区级“法治旗县（市、区）创建活
动先进单位”；58 个嘎查村（社区）被司法部和民政

部命名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102 个嘎查村
（社区）被命名为“自治区民主法治示范村”。

法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长廊、法治阅览站等

特色法治宣传教育场所随处可见，普法微信、微博、
微电影等新媒体载体方兴未艾，崇尚法律、尊重法
律、依法办事的观念正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
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随着依法
治区工作的不断推进，全区法治水平必将进一步提
高，法治意识将进一步增强，法治信仰将进一步坚
定。法治让内蒙古这道祖国北部边疆亮丽风景线
活力迸发。

全区有18个旗县（市、区）被评
为“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
进单位”

20个旗县（市、区）被评为自治
区级“法治旗县（市、区）创建活动先
进单位”

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的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181件

批准设区的市现行有效的地
方性法规135件

自治区政府累计取消和下放
223项本级行政审批事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已举
办各类宣传活动2.5万多场次

共有 2085.32万各类普法
对象受到不同程度的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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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设计：纪安静）

◎本报记者

白丹

1998 年 4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作出了《关于实施依法治区的决议》；同
年 11 月，自治区党委、政府批转了《内蒙古
自治区依法治区工作规划》，标志着我区依
法治区工作全面启动。

组织机构设置方面，1998 年 5 月 9 日，
自治区党委批准成立了自治区依法治区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依法治区工作的顺
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1998 年 10 月 29

日，自治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
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依法治区领导小
组及办公室和成员单位工作职责、领导小
组会议制度。2014 年，自治区党委专门成
立了推进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依
法治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自治区党委
书记担任；领导小组下设 6 个专项小组，分
别是地方立法专项组、依法行政专项组、公
正司法专项组、普法工作专项组、法治队伍

建设专项组、党内法规建设（同时负责依法
治区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联系）专项组。逐
渐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和政协监督，政府
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科学有效的领导
体制和工作机制。

在制度建立推动方面，2010 年 8 月，
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依法治区工作的意见》，对今后一个时
期 的 依 法 治 区 工 作 提 出 了 明 确 要 求 。

2014 年以来，又研究印发了《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 法 治 国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 > 的 意
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推进依法治区重
要工作分工方案》、《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
法 治 区 实 施 规 划（2015-2020 年）》等 指
导性文件，完成了对法治内蒙古建设的顶
层设计和整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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