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法工作

【法治宣传教育】 　 统筹全县政法各部门、 乡镇

政法委员、 网格员等力量ꎬ 深入开展专项法治宣

传教育ꎮ 全年共计开展各类法宣活动 ５００ 余场

次ꎬ 受教育人数 ５００００ 余人次ꎬ 提供法律咨询

２４０ 人次ꎬ 悬挂横幅 １００ 余幅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０ 余份ꎮ

【综治工作】 　 将综治 “四化” 建设作为推进平

安丹巴建设的主阵地ꎬ 充实各乡 (镇) 及村 (社

区) 综治中心领导小组ꎬ 明确了综治中心实体化

运行操作流程ꎬ 以立体化、 融合化、 规范化、 实

效化 “四化” 标准全力推进县、 乡 (镇)、 村

(社区) 三级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和运行ꎮ 着力

构建 “全要素、 全流程、 全覆盖” 的社会综合治

理工作新平台ꎬ 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ꎮ 组织开

展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ꎬ

定期分析研判治安形势ꎬ 对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

问题ꎬ 协调有关部门进行综合整治ꎬ 做到治安问

题联治、 联防ꎮ 全面围绕涉藏依法常态化治理重

点任务ꎬ 汇聚整合全县发展、 稳定、 民生等信息

化资源ꎬ 实现民生事项 “一网通办”ꎬ 打通便民

服务 “最后一公里”ꎬ 实现基层社会管理 “上面

千条线、 下面一张网”ꎮ 配齐配强 １２ 个乡 (镇)

政法委员ꎬ 统筹指导乡 (镇) 综治网格化中心

工作ꎮ

【网格化服务管理】 　 按照 “资源整合、 协调共

治” 思路ꎬ 整合公安、 司法、 信访、 社会事务等

部门资源ꎬ 设置综治协调、 矛盾调处、 治安防

控、 心理疏导等窗口ꎬ 推动 “一站式” 办理、 一

揽子服务ꎬ 构建问题联治、 工作联动、 平安联创

的社会治理新平台ꎮ 建立健全 “县监管中心＋１２

个乡 (镇) 管理分中心＋１３６ 个村 (社) 管理站

＋２００ 名网格员” 的四级网格化管理平台ꎬ 全县

划分网格 ２１３ 个ꎬ 其中村级网格 １８１ 个ꎬ 城区网

格 １９ 个ꎬ 寺庙网格 １３ 个ꎻ 采取 “１＋３＋Ｎ”ꎬ 做

到每个网格有 １ 名网格员、 １ 名县级领导、 １ 名

机关干部、 １ 名政法干部、 Ｎ 名信息员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全县各网格共受理录入事件 ３９１７ 件ꎬ 办结

３９１７ 件ꎻ 县委政法委在年度考核中表扬 ４ 名优秀

网格员ꎮ

【矛盾纠纷化解】 　 县、 乡 (镇) 成立矛盾纠纷

多元协调化解中心ꎬ 村 (社区) 成立人民调解委

员会ꎬ 做到就地预防、 排查、 化解纠纷ꎬ 实现矛

盾在一线联调、 问题在一线解决的目标ꎮ 建立健

全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 １６０ 个 (其中专业性、

行业性调委会 ８ 个)ꎬ 乡 (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

全部配备人民调解员 ５ 名以上ꎬ 村 (社区) 人民

调解委员会、 专业性、 行业性调解委员会全部配

备人民调解员 ３ 人以上ꎻ 建成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站、 室) １１５ 个ꎬ 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实

体平台 １３３ 个ꎬ 深化诉源治理ꎬ 完善诉非衔接ꎮ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队伍ꎬ 优选 １４１ 名政治过

硬、 法律素养较高的公职人员担任县乡 (镇) 法

律顾问ꎬ 并吸收当地德高望重、 人缘关系好、 善

于做群众工作、 乐于参与基层治理的村民 (居

民) 成为调解志愿者ꎬ 形成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

纠纷干群结合的强大合力ꎬ 推进新时代丹巴 “枫

桥经验” 实践ꎬ 健全 “多元调解” 衔接联动机

制ꎮ 全年 摸 排 各 类 矛 盾 纠 纷 ４０２ 件ꎬ 调 处

４０２ 件ꎮ

【社会和谐稳定维护】 　 始终把 “服务经济发展ꎬ

维护大局稳定” 作为政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ꎬ 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ꎬ 坚决扛牢稳定压

倒一切的政治责任ꎬ 深化 “常态推进区” 维稳体

系ꎬ 筑牢丹巴政治安全的铜墙铁壁ꎮ 结合丹巴实

际ꎬ 制定 «丹巴县建立 “四项” 长效机制助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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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谐稳定的实施方案»ꎬ 建立 １＋８＋Ｎ 国家安全

工作力量联动机制ꎬ 坚持常态防范和应急管控相

结合ꎬ 深入推进应急处置、 严打整治、 情报信息

和社会面管控各项工作ꎬ 全面加强人民防线建

设ꎬ 妥善化解涉稳突出问题ꎬ 强力推进维稳风险

评估ꎬ 持续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ꎮ

【平安建设】 　 全国市 (州)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示范工作开展以来ꎬ 全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 州委部署要求ꎬ 紧紧围绕 “一年打基础、 两

年见成效、 三年达标准” 总体目标ꎬ 按照党委领

导、 政府负责、 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 群众参与

工作要求ꎬ 赓即成立由县委、 政府主要领导任

“双组长”、 县级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强

化领导ꎬ 下设 １３ 个专项工作组分门别类推进ꎬ

各乡 (镇)、 部门均建立领导机构和工作专班ꎬ

组建专门办公室统筹协调ꎬ 形成了党政主导、 部

门主责、 基层主抓的 “一盘棋” 工作格局ꎻ 建立

“定期研判、 序时推进、 专项推动、 示范引领、

信息共享、 督导问效” 七项机制ꎬ 细化 １１７ 项任

务ꎬ 严格 “任务清单＋责任清单＋限时办结制”

责任ꎬ 采取专题培训、 专项组培训、 座谈会培

训ꎬ 分组指导等多种方式统一创建路径举措ꎻ 坚

持以 “月＋季＋年” 为时间节点倒排序时进度ꎬ

坚持 “县域特色＋乡 (镇) 特色”ꎬ 推动 “３５１”

示范打造ꎬ 积极探索总结丹巴治理品牌ꎮ 全年召

开丹巴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专题会 ８ 次ꎮ

【治安立体化防控】 　 按照 “显隐结合、 以显为

主ꎬ 把握全局、 重点突出” 的原则ꎬ 巩固以章谷

镇为点ꎬ ３５ 座寺庙为圈ꎬ ４ 个卡点和 ５ 条道路及

沿线 １２ 个乡、 １３６ 个行政村为线的防控格局ꎬ 形

成 “点” 上防控值守ꎬ “圈” 上重点管控ꎬ “线”

上查缉和群防群治的社会基层治理维稳防控格

局ꎮ 坚持因地制宜、 因村施策ꎬ 在农牧区推行以

联系村民警、 村巡逻队伍为骨干的治安巡防机

制ꎮ 全县组建治安联防队伍 １４０ 支ꎬ “红袖标”

队伍 １４０ 支ꎬ 群防群治力量 ２０００ 余人ꎮ

【专项整治行动】 　 结合州委、 州政府十大专项

整治行动工作安排ꎬ 针对全县治安形势实际ꎬ 大

力开展涉枪涉爆安全管理、 缉枪治爆专项整治收

缴、 公共安全卫生法律服务及专项整治、 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易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关爱服

务ꎬ 以及全力攻坚执行难问题等专项整治活动ꎮ

全年出动执法人员 １８５５ 人次ꎬ 执法车辆 ４９５ 辆

次ꎬ 检查客货运输车辆 ６０００ 余台次、 汽车维修

企业 ２０ 余家ꎮ 责令汽车维修企业停业整顿 ３ 家ꎬ

查处货运汽车违法行为 １９０ 起ꎮ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 ４１ 起ꎬ 消除违法行为 ４６ 起ꎬ 涉嫌非法营运行

为 １５ 起ꎬ 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１８ 起ꎮ 查获未携带

道路运输证、 从业资格证、 车辆改拼装等违法行

为 ７６ 起ꎬ 查处违法案件收取罚款 １０６０００ 元ꎮ 检

查集贸市场 １２０ 余次ꎬ 商场超市 ２５６ 个 (次)ꎬ

企业 ２０ 余户ꎬ 加油站 ３６ 余次ꎮ 落实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严 重 精 神 障 碍 患 者 以 奖 代 补 资 金

５７６００ 元ꎮ

法治政府建设

【行政审批】 　 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１３ 个

部门进驻政务大厅ꎬ 进驻窗口工作人员 ６３ 人ꎮ

同步规范完善政务大厅建设ꎬ 设立综合咨询导办

区、 便民服务自助区、 休息区ꎬ 开通政务快递免

费送达服务ꎬ 配备自助电脑、 饮水机、 免费打印

复印、 应急雨伞、 自助机等便民服务设施ꎬ 推行

现场办事引导、 帮办代办服务ꎮ 办结审批服务事

项 １０５８１０ 件次ꎬ 限时办结 “１２３４５” 政务服务热

线工单 １３５ 件ꎬ 解答群众咨询 ２７６９ 人次ꎮ 动态

梳理全县行政许可事项 ２００ 余项ꎬ 按照 “成熟一

项、 划转一项” 原则ꎬ 先行拟划转行政许可事项

４２ 项ꎬ 待省州批复后按程序组织实施ꎮ 受理政府

３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