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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以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
平为目标，坚持法治宣传与法治实践
紧密结合，坚持学法和用法相统一，
形成了地方、行业、基层的多层次多
领域依法治理整体推进的良好态
势。一是积极开展“法治旗县”创建
活动。目前，全区有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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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法治旗县（市、
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二是加强

依法执政，推进行业依法治理。普
遍建立了重要决策法律分析与论证
制度,坚持将合法性审查作为行政
决策的必经环节。坚持以依法行政
为重点，积极推行执法责任制、执法
公示制、过错责任追究制，逐步将各
项执法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提高
了管理和服务水平。三是推进“民
主法治示范嘎查村（社区）”创建活
动。认真落实“四民主两公开”制
度，进一步完善各项嘎查（村）事务

管理制度，创新农村牧区社会管理
工作，建立依法、规范、民主的管理
体制。自治区制定下发了《民主法
治示范嘎查村（社区）创建标准》，每
年评选自治区级“民主法治示范嘎
查村（社区）”。目前，全区 11275个
嘎查（村）全部实行了村务公开和民
主管理，其中有 58个嘎查（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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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命名
为“自治区民主法治示范村”。

伊金霍洛旗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全景伊金霍洛旗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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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厅举办全区首届公务员法律知识竞赛司法厅举办全区首届公务员法律知识竞赛。。

司法厅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举办司法厅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举办““谁执法谁普谁执法谁普
法法””法治宣传月活动法治宣传月活动。。

赤峰松山区法治文化公园赤峰松山区法治文化公园。。

乌拉盖法治文化长廊乌拉盖法治文化长廊。。

法治宣传进牧区法治宣传进牧区。。

司法行政机关在司法行政机关在1212个盟市建立蒙汉双语个盟市建立蒙汉双语
1234812348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实现了法律咨询全实现了法律咨询全
天候即时服务全覆盖天候即时服务全覆盖。。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对普法依
法治理工作高度重视，将普法依法治
理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和目标考核，成立由盟市主要领
导任组长的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
制定普法依法治理规划和年度计划，
调整充实领导机构，配齐配强工作队
伍，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切实加强经费
保障。2015 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了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方案》，明确
了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
位的社会普法责任。自治区司法厅联
合党委宣传部、住建厅、交通厅、文化
厅、工商局等部门，先后出台了《深入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法治内蒙古建

设的意见》《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载
体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通知》和
《进一步加强媒体公益普法宣传的意
见》等规范性文件，为各地、各部门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提供有效的
制度保障。自治区普法依法治理经费
每年1250万元，达到了人均0.5元的
标准。包头市本级财政安排普法经费
400万元，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赤峰市
切实加强经费投入，市本级、红山区、
松山区、元宝山区、阿鲁科尔沁旗将普
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并达到了人均1元的标准。阿拉善盟
普法经费盟级财政提高到50万元，各
旗（区）提高到15万元，为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提供了经费保障。其他盟市普
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费也有大幅提高。
通辽市实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工负
责制和目标化管理责任制，乌海市制
定了《以案释法工作制度》，阿拉善盟
制定了依法治盟领导小组职责、领导
小组办公室职责和工作会议制度，扎
实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据不完全
统计，5年来，针对全区各族群众、不同
对象举办法治文艺演出等各类宣传活
动2.5万余场次，举办各类法治讲座和
报告会近1.4万场次，举办培训班近
1.6万期，培训人员367万余人次，开展
集中宣传活动1.9万场次，发放法治宣
传资料3580万份。

各地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
指导，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为载
体，以提高重点普法对象法律素质为
目标，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
教育活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
氛围日渐浓厚。

切实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
法用法工作。各地紧紧围绕提高领
导干部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为
目标，深入推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
法用法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建
设。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司
法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下
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落实国家工
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办法》，
明确要将学法用法和推进法治建设
情况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年度述职重要内容，纳入年度考核，
成为我区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
法工作的“尚方宝剑”。在全区全面
推行了网络在线学法考试工作，方便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随时随地学法。
目前，全区共有1.5万余家单位、53万
余人参加了学习。2017年，举办了全
区首届公务员法律知识竞赛，切实提
升公职人员法治意识。各地通过党
委中心组学法、举办法治讲座、“双休
日”讲座等形式，开展领导干部和公
务员学法用法工作。5年来，各地共
举办了领导干部法治讲座2500场，举
办骨干培训班280余次，培训骨干6

万多人次，参加法律知识考试70万人
次，参考率达95%。呼和浩特市加强
国家公职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化、规范
化建设，形成了涵盖各级党委(组)中心
组学法、领导干部法治讲座、重大事项
决策法律咨询等多项学法用法制度。
赤峰市举办了公务员法治文艺演出，
展示全市公务员队伍法治建设的风
采。巴彦淖尔市通过建设警示教育基
地、开展行政执法培训、举办法律知识
讲座、完善学法用法网络平台等多种
方式，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
质。通辽市出台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
识考试制度，考试成绩作为“一府两
院”干部任命的重要参考依据。

大力推动青少年学法用法工
作。各地注重将青少年法治教育和
法治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培育
青少年法律素养。自治区召开了“法
律进学校”现场会。赤峰市投资400
万元建成了占地1200平方米的松山
四中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以实物展
示、声光电互动等多种方式生动形象
地向青少年传递法律知识。巴彦淖
尔市在中小学生中开展“每周一法进
万家”活动和千名“文明交通小天使”
评选活动，引导家长、老师和学生共
同学法。鄂尔多斯市开展“法官妈妈
进校园”“小手拉大手”活动，打造家
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
法治教育格局。呼伦贝尔市通过设
立“青少年维权岗”、小交警执勤、校
园情景剧、法治漫画展、未成年人法

律援助“绿色通道”等系列活动开展
青少年法治教育。目前，全区建成较
为规范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2300
个，全部实现了法治教学计划、教材、
课时、师资“四落实”；聘请法治副校
长的中小学校达95%以上，每年组织
开展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
员参加法律知识培训。

加强农牧民和社区居民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各地充分利用司法所、
基层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普法
志愿者和普法讲师团资源，以法律进
农村社区为载体，深入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自治区召开了“法律进农
村牧区”现场会。鄂尔多斯市在全市
各嘎查村、居委会和社区开展“四个
一”活动，出台“一村一法律顾问制
度”，发挥法律服务在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中的职能作用。包头市开展
社区“司法行政工作站”建设工程，在
全市建立了“色彩司法”服务平台、

“人民调解超市”“解忧驿站”、法官
“吴燕说法”工作站、“张章宝工作室”
“老段说事点”等一批特色鲜明的普
法阵地，推动普法工作触角向最基层
延伸，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内容
丰富、范围广泛、程序简便的法律服
务。乌兰察布市开展以“普法惠民、
服务维权”为主题的返乡和离乡农民
工讨薪专项宣传活动；呼和浩特市开
展“百场电影百场戏”活动，让法律与
群众“零距离”接触，“零距离”感受、

“零距离”受益。

各地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方
式方法，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寓
教于乐中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手中，
提升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感染力和
影响力。一是着力推进法治文化建
设。以“6个3”普法工程建设为抓手，
积极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全区编印法
律知识读本3本，惠及25万名公务员
和104万户农牧民家庭。已建成旗县
级法治文化广场92个、法治文化长廊
383个、法治阅览站241个，普法大讲
堂 4068 个，招募普法志愿者 3.1 万
人。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镇五宁法治
文化长廊长约6公里，分13个板块宣
传法律法规等内容。乌兰察布市在霸

王河畔建成了长达4.8公里的“法治文
化长廊”，通过手工绘画、喷绘制作的
方式对法律形象地解读。二是依托新
闻媒体开展法治宣传。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开展法治宣
传，构建报刊有文、荧屏有像、电台有
声、网络有形的立体化法治宣传教育
格局。在中央、自治区11家主流新闻
媒体上开辟专栏专版，系列宣传我区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切实加强新媒体
普法工作，开通了法治内蒙古网和法
治内蒙古微信，目前法治内蒙古微信
关注人数已达21万人。包头市构建
了以“一张网、一朵云、一台车、百里长
街、万亩草原”为主的普法新“网络”。

锡林郭勒盟以12348为依托，通过电
话平台、网站平台、手机平台向广大群
众免费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和法
治宣传。三是创新法治宣传载体。
通辽市整合运营部门、邮政部门等多
部门的资源，开办“法治大讲堂”节
目、聘请出租车司机为“六五”普法义
务宣传员、开展“普法邮政信使进万
家”活动，不断扩大法治宣传教育的影
响力。赤峰市研发了集法律法规和典
型案例于一体的大型落地式电子触摸
仪——“法律一点通”，为市民提供24
小时自助法律咨询服务。乌兰察布市
成立了普法志愿者协会，定期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

领导重视 保障有力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效彰显

突出重点 精准发力 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取得明显成效

拓宽渠道 创新载体 全力推进法治文化阵地建设

普治并举 多策并施 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稳步提升

（本版文/图均由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