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条例》中规定了独生子女陪护假，请问设立这个假
的初衷是什么？怎样申请享受独生子女陪护假？

刘致新：设立独生子女陪护假，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
呼应，是为子女履行照料护理义务提供有效保障的重要举措，
也是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孝老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在自治区
修法的过程中，我们全面参考了相关省区市的典型经验做法，
统筹考虑了自治区实际和有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了设立
独生子女陪护假。关于独生子女陪护假的具体操作，前提是赡
养人的父母患病住院或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而赡养人又是
独生子女，即可向单位提出享受陪护假的请求。对假期的规定
是累计不超过 20 天，即赡养人可以一次性请 20 天假，也可分期
分段享受。

记者：《条例》对老年人享受的优惠待遇作了详细规定，请
问在具体工作中有没有相关的制度设计为老年人享受优待提
供保障？

刘致新：2017 年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施意见》，全面梳理了
当前各部门出台的涉老优待政策措施，同时结合国家要求和自
治区实际，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努力方向和发力点，概括梳
理出了 25 条涉老优惠优待政策措施，从老年人养老、就医、出
行、文体活动、获得社会扶助等多个方面，对有关部门应当做好

的老年人优惠优待工作，以自治区政府的名义进行了明确。这
次我们把《实施意见》的内容写入《条例》，比如老年人免费乘坐
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每年为辖区内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
体检以及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进入依托公共资源建设、实施
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旅游景区等，就是希望将《实施
意见》中的各项涉老优待政策用地方立法的方式予以明确，有
助于切实保障老年人享受社会优待的权益。

记者：《条例》中提出要建立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和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请介绍一下这两项制度，现阶段进展如何？

刘致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是有效缓解社保压力、提高
老年人及其家庭抗风险能力、减少老年人因意外伤害引发矛盾
和纠纷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截至目前，我区的老年人意外伤
害保险工作已稳步开展，以普惠制统保的模式进行，即凡是具
有我区户籍，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均可免费享受一份
意外伤害保险。

另一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当前正处于国家层面的试点试
行阶段，我区不在试点范围，所以还未开展。但是，此项制度是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效降低独生子女家庭长期照护老年人
的人力和经济成本的重要手段，对失能失智老年人家庭及社会
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把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写
入《条例》，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制度设计。

□白丹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近年来，我区法治政
府建设稳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新气象，正在锐意进取的新
作为中呈现出来。

2016 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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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自治区政府法制办组
织开展“十百千万”四项活动，“十个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旗县

（市、区）创建”等活动，活动既有基层示范，又强化了关键环节；
2018 年 10 月，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旗县（市、区）现场会召开，
各地交流总结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效和经验，研究部署法治政府
建设重点工作，推动我区法治政府建设再上新台阶。

一项项成绩的背后，是各级政府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上付
出的不懈努力。近年来，我区法治政府建设提档增速，步伐更
快、措施更实，各级政府将依法执政、依法执法贯穿于决策、执
行、监督和服务的全过程，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国梦
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档增速首先要进一步深入推进依法行
政。因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面正确履行职能
的迫切需要。其次，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当前，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就要求我
们继续强化问题意识，加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范行政决
策和行政执法权力。再次，要增强领导法治意识，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
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只有各级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以实际行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才能营造办
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
围。

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关键时期，依法治国在改革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愈
发凸显。因此，我们必须全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档增速，向法治
中国迈出更为坚定的一步。

□本报记者 宋爽

以何种方式管理国家，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共
同课题。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依法治国是不二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法治政府建设高度重视，把全面依法

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到 2020 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十个坚持”的具体要求，进一步指明了全面依
法治国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正确道路和前进方向。建设法治政府
的蓝图已经绘就，施工图也已明确。

回望过去，我区法治政府建设亮点纷呈，不断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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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来，自治区政府法制办组织开展“十百千万”四项活
动，“十个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旗县（市、区）创建”“百名领导干部进课
堂”“千家行政执法单位法律知识竞赛”“选聘万名行政执法义务监督
员”，活动既有基层示范，又抓住关键少数，既强化关键环节，促进执法
人员尊法守法，又发动人民群众监督执法。

地方立法科学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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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地方性法规，更好地履行保护责任十分必要。

自治区政府法制办会同呼伦贝尔市政府法制办、呼伦湖保护区管
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对送审稿进行了认真审查、协调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
委办厅局和社会各方面意见，并借鉴外省的先进立法经验。通过立法
前评估会，广泛听取保护区所在地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和环保、法律专家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在与自治区各委办厅
局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提交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进行审议，并经自治区
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形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条例（草案）》。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精准有为的立法带来了
法治权威的树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加强，紧紧围绕自治区
党委、政府对建设法治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了《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2015—2020 年）〉实施方案》《法治政府建设考评办法》《法治
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和按年度制定《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完成了法
治政府建设的顶层设计。同时，我区不断完善立法工作机制，突出重点
领域立法，对自治区重大发展战略亟需的立法项目优先纳入立法计划，
加强了绿色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法律制度
建设。

简政放权便民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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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6 日，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举行揭牌仪式，标志
着满洲里市作为自治区首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一枚印章
管审批”全新审批模式正式开启。新审批系统改变了传统审批模式，将
多家审批变为一家受理、一站式办理，促进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提
升，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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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印发了《关
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实施意见》，对持续深
化简政放权、加强监管创新、优化政府服务等项工作作出了非常清
晰具体的部署。前些年，“我妈是我妈”、“我是我”等奇葩证明、重复
证明，饱受舆论诟病，给人民群众带来诸多不便。今年，国家和自治

区都对证明事项清理作出了具体部署，要加快实现政府信息共享
和数据的联通，打破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的“信息孤岛”，通过数据
共享来减时间、减环节、减流程，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自治区工商局按照全国“24 证合一”部署，于 6 月底在全区实施

“32 证合一”，将 13 个部门涉企证照事项整合到营业执照，比国家
要求增加 8 项；国务院要求将企业开办时间到明年上半年压至 8.5
个、五年内压至 5 个工作日内，自治区工商局经过多方努力，在 8
月 27 日就提前完成了此项改革，比国家要求压缩幅度大、启动时
间早、覆盖范围宽。

畅通渠道定纷止争

行政争议如何依法有效化解？近年来，自治区政府进一步完善
了行政复议、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政裁决、信访投诉等工作机制，
依法开展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16 年至 2017 年全区各级行政复议
机关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3955 件，2017 年，全区已建立人民调解委
员会 16495 个，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23585 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105942 件。

——完善审理机制，提高行政复议公信力。全国各级复议机关
紧紧围绕提高案件质量这个关键点，不断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审理程
序，行政复议公信力日益提升。为了解决行政复议分散、公信力不强
等问题，自治区政府决定在全区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确定
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为试点地区。呼和浩特市和鄂
尔多斯市将所有部门的复议权全部集中由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行
使，所有复议案件均通过复议委员会案审会审理。乌兰察布市实行
专家决议制，增强了复议的公开透明和专家参与度。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多措化解矛盾。持续推进“阳光信访”
“责任信访”“法治信访”，我区制定了“四个清单四个清”机制解决信
访突出问题。截至 2017 年 1 月 5 日，全区 12 个盟市都已经出台并公
示了法定职责清单，信访部门将这些清单汇编成册，提供给群众查
阅，便于群众“对照清单、依法信访”。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让法
治力量浸润人心，让学法尊法守法用法蔚然成风。

〖短评〗

全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档增速

〖故事〗

〖透视〗

依法行政按下“快进键”

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明年开始实施

老年人权益有了法律保障

截至 2017 年底，我区老年人口已达 445 万，占户籍人口 18.3%，其中 65 岁以上老年人 251 万。10 月 13 日，《内蒙古自治区老年
人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由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条例》的实施，将对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起到积极作用。

我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如何？《条例》为老年人享受优待提供保障有哪些相关的制度设计？对此，记者采访了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二处副处长刘致新。

□本报记者 章奎

〖对话〗

庭审记录：

从手写到
智能语音转写
□刘伟一

1995 年，我考入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法
院干警，到现在已有 24 个年
头了。我的第一个岗位是书
记员，主要负责庭审记录、印
制判决书。

那个年代，庭审记录都
是手写的。我的一支笔要客
观地记录下整个庭审过程，
压力可想而知。庭审前我要
做很多功课：熟悉诉讼参加
人的基本情况、了解基本案
情、记住某些特别的姓名及
涉案地点⋯⋯开庭时，我一
刻都不敢分神，时时保持高
度紧张状态，要随时记录下
法官和当事人的对话，确保
完完整整地将庭审过程记录
下来。庭审结束了，我还要
跟当事人逐句核对笔录，这
个过程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确保笔录完整、客观、准确之
后，当事人签字确认了，第一
步工作才算顺利结束。

我另外一个重要工作是
印制裁判文书。我们把当时
制作判决书使用的主要工具
叫“油滚子”，印制的程序也
是很复杂的，首先由打字员
把法官手写的裁判文书用针
式打印机打在一张特殊的蜡
纸上，然后将这张蜡纸粘放
在一个固定的铁网上，在铁
网的上面均匀地涂抹上黑色
的油墨，再在铁网的下面放
上白纸，最后用“油滚子”在
上面推动，就成了“打印好”
的判决书了。这要至少两个
人 一 起 做 ，一 个 人 推“ 油 滚
子”，一个人翻页，才能一张
一张地制作出干净的判决书
来。一个不小心，就会把黑
色的油墨弄到身上。

2000 年以后，法院开庭
就 逐 渐 使 用 电 脑 进 行 记 录
了，大家都开始学习使用电
脑辅助各项审判执行工作。
这时期亚伟速录机也在法院
流行开来，电脑和亚伟速录
机用于庭审记录后，将书记
员从繁重的手写劳动中解脱
了出来，大大减轻了书记员
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以前手
写 记 录 时 ，1 分 钟 至 多 写 几
十个字，一次庭审耗费的时
间也长，电脑打字至少是手
写速度的 2 倍，而且准确度
要更高，更方便当事人核对，
有 效 提 升 了 审 判 工 作 的 效
率。书记员们为了提高打字
速度和准确率，会经常勤加
练习。法院也经常会举行书
记员速录比赛，使用亚伟速
录机打字快的书记员每分钟
可 以 打 近 200 字 。 2005 年
以后，法院印制判决书也全
部 都 采 用 打 印 机 进 行 打 印
了，“油滚子”彻底退出了法
院印制判决书的印刷舞台。

2016 年，当看到我们院
将人工智能语音转写系统全
面应用到庭审记录中时，我
真的被震撼到了。以前所有
的庭审记录方式难免会受到
书记员的记录水平、总结能
力、记录速度，以及发言者的
语速等诸多因素影响，庭审
笔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误差
或疏漏，双方当事人在核对
庭审记录时不仅耗时，也容
易出现分歧，给案件审理带
来不必要的麻烦。智能语音
转写系统的应用，就从根本
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具有
语音采集和实时转写功能，
审判组织人员和诉讼参与人
的发言可被自动载明角色实
现 庭 审 语 音 同 步 转 化 成 文
字，并生成庭审笔录。笔录
内 容 精 确 度 高、完 整 度 好、
实用性强，可以真实、全面、
客观、公正地记录庭审内容，
还原庭审过程，当事人还可
以通过大屏幕清楚地看到自
己的发言内容，更重要的是
书记员们从繁重的庭审记录
工作中被解放出来，有更多
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辅助工
作。可以说这次庭审记录方
式的进步是革命性的，这与
以前的庭审记录方式相比不
可同日而语。

近日，公安民警在呼伦湖上巡查。为严厉打击明水期各
类盗捕渔业资源违法活动，全力推进呼伦湖生态综合治理，呼
伦贝尔市公安局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安分局联合呼伦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呼伦湖渔业公司，自 8 月起连续
开展“净水·2018”专项行动和“秋封·2018”护渔联合防控行
动，截至目前，共查处破坏生态资源案件 78 起，打击违法人员
133 人。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湖 上 巡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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