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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枣应急发〔2021〕120 号 签发人：冯再法

枣庄市应急局
2021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2021 年，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市委依法治市

办关心指导下，市应急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法治政府建设决策部署,不断完善

法治政府建设体制机制，持续提升法治政府建设能力和水平，

全面开创法治政府建设新局面。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1 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依法全面履行应急管理职能。一是牢牢守住安全

生产基本盘。全面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围绕

“1+2+19”工作方案，动态更新问题隐患、制度措施“两个清单”，

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集中攻坚。截至目前，全市排

查解决政府部门层面问题 97项，企业层面排查隐患 17.4万项，

制定制度措施 191项。市安委会办公室成立 7个督导检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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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级干部带队，每月组织对区（市）、部门开展督导检查，

下发通报 11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市安办

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17个市直牵头部门在 26个重点行业

领域分头实施，全市各级各部门共派出检查人员 9.03万人次，

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7.27万家次，排查整治各类隐患 14.4万项，

圆满完成大排查大整治各项任务。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

查，采取“四不两直”暗查暗访、“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异

地执法互查等执法模式，先后开展了 6次专项执法活动，全市

应急管理系统共检查企业 1.25万家次，查处各类问题隐患 3.52

万项。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大诊断大执法百日行动，2021年 12

月 20 日-2022 年 3 月 31 日，分 4 个阶段在全市 12 个重点行

业领域开展，确保元旦、春节、冬奥会、全国“两会”期间全市

安全稳定。全市实现连续三年无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连

续三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是全省 4 个未发生较

大及以上事故的地市之一，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二是

扎实做好防灾备灾工作。在防汛抗旱方面：落实市领导对防洪

重点工程防汛帮包责任，做实“河长制”“湖长制”，5 月下旬

向社会公布 2021 年度水库防汛责任人 133 人，全面接受公众

监督；完善建立市、区（市）、镇街、村（居）四级防汛行政

首长负责制，2186 名行政责任人调整到位，覆盖全市 128 座

水库、44 条重要河道、2 片滞洪区及易涝点。健全完善防汛抢

险“1+1+6”工作机制，全面掌握全市防汛基础数据，为指挥

部科学决策、施策提供了精准导向。先后两次组织全市开展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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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拉网式、起底式隐患排查，排查整改各类风险隐患 587 条，

督促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21 个。向社会公布防汛值班电话，抽

调城乡水务、气象、消防、应急等 7 部门业务骨干，集中到防

汛指挥中心 24 小时联合值守。累计发布上报《汛情信息》189

期，组织开展会商 23 次，形成《会商研判意见》23 个，启动

防汛Ⅳ应急响应 1 次，编发《防汛抗旱动态》9 期，编印《防

汛抗旱工作手册》《应急响应工作手册》30 余套。在森林防火

方面：全面建立落实“市包区（市）和重点林区、区（市）包

镇（街）、镇（街）包山头、村干部包坟头”的森林防火工作

帮包责任制，成立 5 个督导组分赴各区（市）和枣庄高新区进

行实地检查，持续深入地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全市共

设立防火宣传牌 500 余处，制作宣传标语 4000 余幅，出动宣

传车 600 余辆次，提高了森林防火知识知晓率，在全社会形成

森林防火的良好氛围。在国有林场、森林公园、风景区、主要

坟山等重点林区和景区设立防火检查站 160 余个，严防火种进

入山林。督促各级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坚持“有火必报”和“报扑同步”要求，

及时准确上报火情信息。三是不断提升应急能力。着力构建“以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以部队力量为突击、以专业抢险

队伍为骨干、以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四位一体应急救援体系。

6 月 3 日在峄州港举办 2021 年全省区域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

合演练，与周边济宁、临沂两市建立防汛联动机制；6 月 21

日、24 日组织拉动 240 名民兵分赴峄城区、台儿庄区进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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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抢险行动拉练；7 月 1 日举行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响应演练；

7 月 23 日部署开展滞洪区人员转移演练。7 月 26 日紧急拉练

市级消防队伍 180 余人、车辆 20 台、救援艇 10 艘，限时在庄

里水库集结。2021 年，全市累计组织开展防洪抢险、群众转

移、“雨季三防”、应急排涝等各类防汛实战演练 218 场次、

参与单位 758 家次、拉动队伍 739 支次、参训人员 1.71 万人。

组织协调在全市重点区域建设监测预警智能系统，于 2021 年

1 月底完成森林防火重点区域监测预警项目建设。3 月 26 日，

全省区域森林防灭火协调联动机制建设现场观摩会在市中区

召开；6 月 15 日，举行应急部“教官团”森林防灭火指挥员

现场教学培训活动；10 月 27 日，在台儿庄古城成功举办了山

东省人员密集场所火灾事故应急演练现场观摩会；11 月 16 日

至 17 日，顺利通过全省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达标验收。

（二）健全完善应急管理法规制度体系。一是代市政府

起草了《枣庄市党政领导干部2021年度工作职责清单》，明确

了市党政领导干部2021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任务。二是组织编

制《枣庄市安全生产“十四五”规划》《枣庄市防震减灾事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枣庄市重大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保障体

系建设规划》，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事

业发展路径。三是出台《枣庄市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工》，确

定了121个行业的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和直接监管责任部门，构

建安全生产责任共同体。四是印发了《枣庄市安全生产举报奖

励办法》，对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情形、奖励标准、奖励程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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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一步详细规定，有效调动了职工群众举报事故隐患和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的积极性。五是制发了《枣庄市区（市）、镇（街

道）安全生产双月教育警示制度（试行）》，以镇街为主、区（市）

为辅，逢双月组织辖区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教育警示活动，增强

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六是制定了《枣庄市安全生产

警示教育工作制度》，对发生的事故作为典型案例及时进行剖

析，广泛开展企业事故警示教育。七是印发了《枣庄市推动落

实安全总监制度实施方案》，313家重点领域企业安全总监配备

实现了全覆盖。八是在全省创新建立安全生产人民监督员制

度，选聘30人担任我市首届安全生产人民监督员，充分发挥社

会各界对安全生产的监督促进作用。

（三）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一是全面落实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以“互联网+执法”为切入点，依托山东省安

全监管移动执法系统，做到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程序网上

流转、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信息网上查询，全面落实行政

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

实现执法工作的智能化、精准化、规范化。二是深入实施“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2021年，对27家企业进行“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执法。8月

份，在全市范围内对13家重点监管企业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企业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11月份，联合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管局对13家烟花爆竹经营企业进行“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三是探索实行说理式执法、温情式执法。在办理每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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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案件时，执法人员说透法理、说通情理、说明事理，坚持

事前预警告诫、事中纠正制止、事后教育规范，并对办理完结

的案件，采取上门回访、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形式跟踪回访，

实现了连续多年无一例行政听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发

生。我局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效能综合评估一直位居全省前列，

省应急厅连续3年在我市召开全省安全生产执法经验交流观摩

会，省应急厅《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简报》连续2年刊发我局

经验做法，我局荣获全省安全生产执法岗位练兵竞赛“优胜单

位”荣誉称号。

（四）强化对应急管理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一是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市应急局官网，及时

发布涉及应急管理的各项信息，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12月9

日，组织召开枣庄市2021年防汛工作新闻发布会和枣庄市2021

年安全生产工作新闻发布会；12月27日，组织召开全市森林防

灭火工作新闻发布会。二是积极接受政府内部监督。按照“应

公示尽公示”要求，及时向信用中国（山东枣庄）网站推送行

政处罚信息，确保公示信息及时高效、科学精准。积极做好“互

联网+监管”工作，及时将行政执法信息填报“互联网+监管”

平台，实现了行政监管事项覆盖率100%、检查实施清单覆盖率

100%、行政执法行为填报及时率100%、行政监管事项关联率

100%。三是强化法制监督。按照省应急厅和省司法厅统一部署，

在全市应急系统组织了开展行政执法监督专项行动；按照市司

法局统一安排，组织开展了行政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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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了应急管理行政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促进应急管

理行政执法效能提升。四是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按照全国人大、

省人大、市人大关于开展“两法两条例”执法检查工作要求，

顺利完成迎接市人大8月13日、省人大8月25日和全国人大9月

15日三次执法检查任务以及全国人大9月15日工作调研工作任

务，我市“两法两条例”贯彻落实情况赢得各级人大领导一致

好评。

（五）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加强舆情监测应对，

密切关注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防灾救灾减灾方面的网络舆情

动态，及时与舆情发布人取得联系，沟通了解发布人诉求，积

极主动协调化解相关矛盾问题。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依托 12345 市长热线及时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应

急管理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设立专门的

行政调解室，配齐工作人员，发挥行政调解委员会职能，规范

行政调解工作，依法化解行政争议问题。

（六）全面提高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通

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大力开展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和考核，全面

促进业务能力和素质提升，增强工作人员法治思维能力和依法

行政工作水平。4 月 6 日、4 月 27 日，先后分两期组织举办《山

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专题培训，全市应急系统全体人

员、各区（市）政府和镇街政府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以及

重点企业负责人近 600 人参加。7 月 6 日，举办全市安全生产

专题培训班，重点讲授了汛期防灾减灾、应急处置等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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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知识，局机关、应急保障中心、监察支队全体人员参加。

9 月 13 日，组织全体人员开展了法治能力考查测试，促进全

局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0 月 10 日至 16 日，在

武汉大学举办全市应急管理干部应急处置与风险防控能力提

升班。11 月 1 日至 5 日，积极响应市司法局部署开展的“全

市 2021 年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普法考试”，全局所有在编在岗

人员全部参加考试，优秀率 93.22%。11 月 6 日，按照市委组

织部安排部署，组织全体人员登录灯塔-党建在线 APP 参加习

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培训班学习。11 月 29 日，组织执法人员参

加执法证考试，18 名参考人员全部考核通过。

（七）积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成立主

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工作推进。主要负

责人对法治政府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

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同时，将法治建设与

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积极开展领导班

子成员集体学法，将党内法规、民法典和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法

律法规纳入学习计划，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12 次，

组织开展干部上讲台活动 16 期，学习宣贯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以及《宪法》《民法典》、党内法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不

断提高全体人员政策理论水平和法治素养，不断提升依法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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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2021 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2021 年度，市应急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尽管取得了一些

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一是法治业务学习的

积极性主动性不高。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满足于上级部署要求和

文件会议精神的一般学习，主动学、系统学、业余学的自觉性

和积极性还不够，还不能妥善处理工学矛盾问题，认为学法是

领导的事，用法是专业人员的事，自己学不学法不重要，被动、

应付学法现象依然存在，没有真正树立起法治学习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二是依法行政能力需要进一步强化。

部分党员干部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领会还不全面、不深入、

不系统，在学深悟透方面还有欠缺，政治理论水平和法律素养

以及依法行政能力与法治政府建设要求还有差距，还存在学用

两张皮的现象，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的能力还需要加强，特别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

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三是

行政执法力量相对不足。面对点多面广的监管企业、日益繁重

的工作任务和领导的高标准严要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

应急管理工作任重道远，但是现实中监管执法人员力量不足的

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懂法律、会业务、能执法的监管执法人

员还严重不足，基层一线监管执法人员还需进一步充实；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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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执法人员的执法检查能力和水平还参差不齐，执法的效能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2022 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2022 年，我局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统领，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的部署要求，细化目标任务，强化责任措施，推动全市应急

管理系统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一）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教育，不断增强法治意识。

一是落实领导干部带头学法要求，健全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

守法制度，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学法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全

面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以宣贯落实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行政处罚法》等法

律法规为切入点，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大力度的宣传教

育活动，促进企业树牢法治意识和红线意识，强化执法人员法

治意识、法治能力，提高群众的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自觉性和

积极性，着力形成依法治安的良好工作格局和浓厚社会氛围。

（二）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法水平。通过

采取集中培训和外出轮训的形式，全面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执法

能力和水平。组织开展执法人员岗位练兵和案卷评审等活动，

树立比学赶帮超的氛围，全面提升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和执法效

能。加快执法装备和信息化建设，推进便携式现场执法装备的

广泛使用，保障执法全过程记录等行政执法三项规范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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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和正规化水平。

（三）进一步加强探索创新，不断规范执法行为。遵循

《行政处罚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严管就是厚

爱”和“质疑保守”等理念，探索执法监管与服务并重的创新

措施，打造融合管理、执法与服务并行的执法监管模式，树立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形象，打造更加公平、公开、

公正的行政执法环境。

（四）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不断提高执法监督工作效

能。严格落实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资格审查，认真督促执法人

员严格按照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要求依法执法，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和

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严格做好行政处罚案件的法制审核等工

作，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全面

提高执法案件的办理质量和水平。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