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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雪英）9月25日，呼和浩
特市委政法委召开全市政法机关“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保障首府高质量发展”企业家座
谈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海峰主持会
议并讲话。来自生物工程、通讯科技、房地产
开发等领域的部分企业家代表、行业协会商
会、律师代表参加会议，呼和浩特市政法各单
位、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聆听企业家的
呼声，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及遇到的困难
问题和意见建议，奋力开创首府法治化营商

环境新局面。
座谈会上，10 位企业家、律师代表围绕

惠企政策落实、产业转型升级、品牌建设打
造，以及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及
意见建议等情况和与会的各职能部门领导同
志交流互动。

张海峰强调，要深刻认识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的重大意义，市委政法委近期出台的
呼和浩特市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保
障首府高质量发展的22条工作措施，是围绕

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关于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要求提出的，是聚焦解决首府法
治化营商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提出
的，是围绕企业所需、政法所能，真心实意、真
招实策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提升履职意
识和服务理念，让广大企业家在呼市安心投
资、专心经营、全心发展，共同服务保障首府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推动各项举措
落到实处，政法各单位要主动认领，聚焦聚
力、不断创新方式举措，全力推进一批重点工

作、全力整改一批突出问题、全力检验一批工
作成效、全力建立一批制度机制，统筹本系统
有始有终、不折不扣地落实好。

据了解，当前，呼和浩特市正在开展第
二批主题教育，政法系统也将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作为重要内容，结合主题教育的要求，
通过常态化开门纳谏、把服务触角延伸进企
业、闭环管理解决企业诉求等方式，在听取企
业诉求、解决企业问题、督促整改落实方面建
立健全机制，切实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保障首府高质量发展

呼伦贝尔市积极探索
边疆民族地区
特色非诉解纷途径

本的讯（记者 金丽 通讯员 安滨）“2020年
以来，全市法院建成人民法院调解平台74个，
全市427个调解组织、546名调解员入驻人民
法院调解平台，调解纠纷类型覆盖婚姻家庭、
民间借贷、劳动争议、知识产权纠纷等领域，设
立家事调解、人民调解、律师调解等50余个调
解室；两级法院诉前委派调解案件76346件，调
解成功 66811 件，成功率为 87.51%。2023 年
1- 8 月 ，新 收 一 审 民 商 事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14.9%。”近日，记者透过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诉源治理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
这组数字了解到，近年来，呼伦贝尔市两级法
院积极探索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非诉纠
纷解决途径，着力构建源头预防、排查梳理、纠
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

呼伦贝尔市中院立案一庭庭长陈伟在
发布会上介绍，针对本地区地域特征，两级法
院努力构建以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为主
体，纵向延伸至乡镇（苏木、街道）、村（嘎查、
社区）、横向对接基层治理单位、基层党组织、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等群众广泛参与的多
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针对金融、教育、环
境等行业领域及具有地区特色的涉“三农”领
域多发易发纠纷，积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及
产业园区研究源头治理举措，建立信息共享、
业务协同和诉非衔接机制。同时，积极拓宽
与政府部门对接途径，加大与人民调解、行业
专业调解、行政调解等衔接，建立了“法官+民
警+司法干警+网格长+N名人民调解员”的

“4+N”工作模式，加强数据协同共享。
在上述基础上，两级法院全面开展“走

农户、进牧户、访商户”源头预防、化解、治理
矛盾纠纷工作，自今年4月活动开展以来，共
走访农户218个、牧户202个、商户286个。两
级法院打造的“一站一平台两中心”呼伦贝尔
诉源治理品牌将人民法院预防化解职能精准
延伸到讼争源头，全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持续推进“无讼乡村”创建，在党群服务
中心、乡村街道、企业园区等建立 152 个“法
官工作站”，法官进网格 1900 余人次，“网格
法官团队”采取值班值守与线上联系相结合
的模式，以“网格+调解”“网格+法律宣讲”

“网格+巡回服务”等方式送法上门，做到办理
一案、化解类案、教育一片；邀请本辖区综治
中心、非诉调处中心、工会等基层社会治理单
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调解员、网格
员、五老乡贤等基层解纷人员入驻人民法院
调解平台，积极入驻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中心，统筹建立“诉源治理中心”，增强
诉讼服务中心多元解纷能力。

呼铁警方全力保障国庆旅客出行安全

隆兴昌讯 近期，五原戒毒所多措并举持
续推进科学戒治工作，取得较好效果。

以健身气功习练为基础，持续在强体塑
魂上下功夫。场所积极探索健身气功八段锦
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场所戒治文化的融
合发展道路，通过日常工间操练和集中习练
相结合、自己训练和专家教相结合、实践训练
和运动知识讲座相结合等“三结合”方式，不
断强化健身气功八段锦在戒毒康复中的治疗
作用。9月2日，该所邀请内蒙古科技大学体
育学院专业教师来所开展运动康复知识理论
讲座，135名戒毒人员参与，帮助戒毒人员提

高对运动康复的认知水平，强化戒毒人员通
过健身气功实现强体塑魂的决心和信心。

以VR虚拟现实为手段，持续在增强戒
毒信心上下功夫。场所加大戒毒人员参与
VR实景体验频次，促使戒毒人员观看体验吸
毒过程中产生的严重身体疾病以及精神疾

病，从而帮助他们认识毒品危害性，引导戒毒
人员建立起对吸毒行为的抵触心理。将初期
毒品成瘾性报告与参与治疗周期后的成瘾性
报告进行科学数据对比，直观体现戒治效
果。9月以来，对6名戒毒人员开展VR情景
模拟式治疗，形成报告6份。

以心理治疗为辅助，持续在做好情绪管
理上下功夫。场所注重将心理辅导作为推进
戒毒人员主动参加戒毒康复训练工作的重要
抓手，通过持续的团体心理辅导课程和心理
辅导讲座相结合的科学戒治模式，不断强化
心理辅导在戒毒康复中的作用。自 2 月以
来，共开展团体心理辅导课8场次，专题讲座
2场次。9月6日，该所邀请内蒙古欣苑咨询
工作专家开展关于“情绪控制”的专题心理讲
座，120名戒毒人员参与学习，为做好今后戒
毒康复治疗及场所安全稳定工作奠定了基
础。 （自治区司法厅供稿）

五原戒毒所三措并举推进科学戒治工作

锡林郭勒讯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司法
局不断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守“群众
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工作导向，
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化解新模式，充分利用信
息化手段，将法律咨询、矛盾纠纷化解等服
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

今年6月中旬，西乌珠穆沁旗司法局会
同乌兰哈拉嘎苏木，以苏木司法所为主要力
量，以嘎查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两委”
成员、“五老”、网格员为成员，在5条路交汇
处的巴彦淖尔嘎查建立了一座“流动调解蒙
古包”。截至8月份，“流动调解蒙古包”开

展法律宣传活动4次，调解牧户之间纠纷30
余件。嘎查牧民哈斯额尔登的草牧场纠纷
在“流动调解蒙古包”的调解下得到圆满解
决。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司法局充分利
用已建成使用的“智慧司法平台”云视频功
能，在全盟13个旗县市（区）、85个司法所开
展远程视频法律咨询和矛盾纠纷调解服务，
把多方远程调解作为提升司法所规范化建
设能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点
工作加以突破。

“您好，这里是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
线，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能帮助

您？”2015 年开通的锡盟 12348 公共法律服
务热线平台共有6名工作人员，其中党员3
名，退休法官2名，有法律资格或执业资格
的4名。热线每天早8点至晚8点提供12小
时话务服务，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双休日
不休息。自热线开通以来共接听各类法律
咨询电话 75491 通，日均接听电话 31 通。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建立以来，接
待来访群众 3761 余人次，调解民商事纠纷
508件，核实、反馈、转办群众诉求141件，在
接受广大人民群众法律咨询、指导群众维
权、宣传法律知识、增强群众法律意识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治区司法厅供稿）

锡林郭勒盟司法局：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呼和浩特讯 随着国庆黄金周的到
来，铁路部门迎来旅客出行客流高峰。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细化安保措施，严
格落实责任，强化打击防范，加强治安整
治，积极维护良好的治安环境，全力确保
旅客群众出行安全。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交通管理支队

全员上岗，集中清理东站周边违法停车、
违法载客等交通乱象，近一周共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350余起，确保“最后一公里”安
全畅通；特警支队密切与地方公安机关和
驻站武警的联勤联动反恐处突机制，开展
联合巡逻，增强站车治安防控；乘警支队
抽调精干民警组成“铁鹰”小分队深入到

重点车站、重点列车，严厉打击“盗抢骗”
等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旅客财产安全；各
车站派出所密切与车站及气象、旅游部门
的联系，及时掌握客流、天气等情况，科学
合理布置警力，加强站区巡逻检查，对强
闯闸机、霸座占座等涉及旅客出行安全的
治安问题开展打击整治。 （梅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