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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具体任务落实。各部门紧盯主责主职、密切配合协作，协

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二是坚持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

度。根据依法治区委发布的〔2023〕6 号文件《关于建立普陀区

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清单制度的通知》，研究

和制定《2024 年真如镇街道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法律

法规清单》，建立行政办公会会前学法机制。全年共开展新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等 9 次学习会。

（二）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一是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抓实政府信息及规范性文件公

开公示，及时更新政务公开信息。截至目前，主动公开真如镇

街道办事处发文 9 件，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6 件，平台公

开信息 1034 条。其中，公文类信息 9 条，网站信息 55 条，微

信公众号信息 960 条，接受网上咨询 10 次。二是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对于重大项目推进、重大矛盾化解开展风险评估，不断

提高行政决策科学性、合法性、有效性。三是提升行政复议和

行政应讼能力。加强涉案材料收集、案件难点会商、答复意见

审核，主动对接区行政复议局，今年以来，共办理行政复议案 4

件。四是严格落实合同、执法案件的审查工作。今年共计审核

合同协议 480 份，重大法审 17 件，重大行政决策 1 件，出具法

律建议书、律师函 6 份。

（三）普法强基，营造法治建设氛围

一是依照“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的工作要求，

制定《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真如镇街道办事处 2024 年度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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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清单》，明确各部门法治宣传工作责任，构建多部门联动普

法、齐抓共管的法治宣传网络，推动“八五”普法在真如落地

落实。二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用授课讲座、城市

法治研游、现场答疑解惑、送法上门、政策解读等方式让习近

平法治思想、民法典、安全生产、税务金融、民政政策等法律

法规知识进机关、进社区、进园区。短视频《兵不厌诈》获得

普陀区第八届“同心法韵”法治公益广告大赛一等奖。今年以

来，共开展法宣活动 305 场,惠及 7800 余人，发放宣传资料 2300

余份，全方位推进法治宣传常态化，在辖区营造学法、尊法、

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四）依法调处，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一是健全矛盾纠纷行政预防化解体系。全面贯彻实施新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和《上海市普陀区行政

应诉和行政复议答复工作规定》要求，各职能部门加强梳理检

查，规范流程操作，对简易处罚案件先行审查，尽早化解矛盾，

推动矛盾实质解决。二是优化“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司法所、律所积极参与派出所治安、民事调解，今年共

联合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155 件，包括农民工集体讨薪、死亡赔

偿案等 3 起重大疑难案件，防止恶性事故的发生。三是打造“靠

谱解纷中心”3.0 版。加强调解员技能培训，获得 2024 年区专

职人民调解员技能大赛团体二等奖。迭代升级的靠谱解纷中心，

以“职责清晰、协同联动、便捷高效、覆盖全域”的解纷工作

体系，为辖区居民提供矛盾纠纷化解的全方位服务。截至目前，

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835 条，制作调解协议书 38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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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厚植为民，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一是完善法律服务工作。落实居村法律顾问覆盖率 100%的

工作要求，在片区、解纷点牵头律师、调解员、心理咨询师、

社区法官定期联合为周边居民提供法律服务。今年以来，法律

服务时间达 3300 多小时，开展法治讲座 80 多场。真如西村真

靠谱·法律心理服务客厅入选 2023 年普陀区“十大优秀重点普

法项目”。二是法律顾问全程参与信访接待。为来访群众提供法

律咨询 98 人次，积极引导群众通过调解、诉讼等司法途径依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全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三是加强社区“两

人”培育，充分发挥“两人”作用。组织 174 名“法律明白人、

法治带头人”旁听庭审、参加业务培训等，提升他们在社区中

的履职能力。充分发挥他们熟悉辖区公共事务、了解社情民意

的优势，参与居民纠纷调解、法治宣传、法律咨询工作。

（六）依法治理，深化法治示范创建

一是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创建为契机。坚持党建引领，

推选真如普法数字分身形象人，不断探索具有真如特色的法治

元素注入居民区，在居民日常休闲散步场所设置法律宣传连廊、

展示栏、雕塑、立牌、墙贴，定期张贴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

法治宣传海报。二是加强家门口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创新

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内容形式，充分发挥法治文化阵地示范引领

作用，真如公园宪法宣传广场、真西五、创城点位小区多个法

治微景观完成建设，持续不断地为群众传播法治能量，让居民

出门见法，漫步学法，大力推动法治宣传硬件建设。

二、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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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街道在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还存在不足。一方面，统筹谋划业务工作与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上思路不广、措施不活，普法内容的针对性、形式的灵活性

有待继续优化，普法宣传带动全民守法、用法质效有待进一步

释放。另一方面，法治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

强，对于疑难复杂案件的研究不深、不透、不全，依法行政规

范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情况

一是强化政治担当，带头履职尽责。认真学习关于习近平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实

际问题的本领，保障各项工作依法、有序推进。二是压实法治

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落实年度“述法”要求，推动年度法治建设总体规划的落实。

三是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决

定“三重一大”事项，扎牢制度笼子，提高议事决策效率，为

重大项目推进、重大问题决策、重大人事任免、大额资金使用

提供制度保障。

四、2025 年主要安排和举措

（一）加强组织领导，把法治思想深深植根人心

要紧紧依靠党工委和办事处，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

将法治工作纳入街道重点工作推进范围，让学法普法有组织高

度。制定和调整年度普法清单，领导亲自点单，职能部门接单，

结合工作需求开展案例和法律法规的学习，做到领导干部“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