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清县农业农村局关于 2022 年推进法治
政府建设工作的报告

2022 年，我局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按照县委县

政府统一部署，在县依法治县办、县司法局等部门的指导、

帮助下，紧紧围绕农业农村工作，全面推进法治农业农村

建设，组织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提升农

业依法行政水平，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农业绿色发

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现将 2022 年农业法治政

府建设工作总结及 2023 年工作计划汇报如下：

一、2022 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主要举措和成效

2022 年，我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法治建设相

关工作。局领导就推进法治建设进行多次批示。明确局主

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具体负责，职能科室、中

心具体抓落实的工作职责，齐抓共管，强力推进局法治建

设工作。

1.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

项制度”，强化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后公开，严格推

行全过程记录制度，并重点对执法案卷加强了法治审核。

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局属各单位各司

其职合力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2.推进谁执法谁普法工作。将法治农业宣传教育渗透

到农业执法办案的全过程，利用以案释法、以案学法等方

式普及法律常识，广泛普法促进农业规范执法、文明执法。

闽清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承担依法查处违反农业法律、法

规案件，负责农业法律法规宣传，加强农药、肥料、兽药、

饲料、农作物种子、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执法工作力

度，履行农资市场监管，保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闽清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持续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深

入开展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生猪屠宰和打击非法处理病死

畜禽专项整治行动，结合福州市安澜闽江禁渔专项活动，

开展了 2022 年禁渔期的普法宣传工作，开展了闽清县渔

业船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加强渔业船员培训，严厉

打击使用各类违规渔具及电、毒、炸等违法捕捞行为。全

面净化农资市场，有效净化渔业行业管理秩序。在疫情防

控期间，投入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稳产保供保春耕工作，

走访农贸市场、农业领域生产经营企业，向群众及企业员

工普及疫情防控知识

3.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落实“双随机、一公开”

工作各项要求，是切实解决执法不公、执法扰民、选择性

执法等问题的有效办法；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提高执法效能的重要抓手。今年来，农业农村

局对所属各部门双随机工作事项进行了认真梳理，逐项明

确执法主体、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和抽



查频次等，制作了抽查事项清单，全部对外公开，进一步

提高了我局行政执法的事中事后监管水平。

4.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一是扎实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特别是在今年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疫情防控专项

普法活动，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利用“三下乡”、宪法宣

传周、各类重要活动节点、技术指导、举办培训班等契机，

向广大农民宣传农业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开展宪法宣传周

宣传活动。加强法治宣传阵地建设并及时维护和更新宣传

内容，利用这些载体进行农业法律法规宣传。二是建立健

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局机关学习的重要

内容。局党组带头学，组织全局公职人员积极主动参加学

法考试。此外，还举办宪法学习专题讲座，邀请局法规分

管领导为全局人员讲学，让全体人员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

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

理念，恪守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

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依法行政基本要求，争做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模范。全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

行政能力

5.强化政务公开阳光透明。一是建立政务公开工作机

制和配套制度。由局办公室负责本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

采集、发布、管理、协调和督办，安排专人办理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二是围绕重点领域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按

规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持续深化细化财政预算、农业重



大项目审批和实施、重大行政决策、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

热点、媒体关注、涉及民生的政府信息等重点领域信息公

开工作。综合利用双公示、行政执法公示等各类专业化平

台，创新公开方式，深化公开内容，提升公开效果。做好

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抽检等行政执法信

息公开公示工作。

6.完善落实法律顾问制度。为健全律风险防范机制，

依法维护农业农村局公共利益，聘请有丰富经验的黄夏冰

律师担任农业农村局的兼职法律顾问。

7.依法化解涉农矛盾纠纷。一是依法开展行政裁决工

作，强化行政机关解决同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

能。二是深入贯彻《信访条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

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渠道，依法维护信访秩序，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信访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8.推进法治营商环境建设。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

大力推动农业系统内部政务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障

碍、去烦苛、筑坦途，为全县农业系统高质量发展提供软

环境保障。二是创新服务，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

政务信息化建设和全力服务，并主动加强监管服务,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为农业企业发展营造生存发展的沃

土。三是提高服务效率，全面推进农业技术服务事前对接、

事中服务、事后跟踪工作,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复。

切实保障百姓反映和关注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提供长效



服务，农业技术骨干深入地头在春耕、秋收、果园日常管

理等时节和方面为村民做技术解答，尽快帮助村民富起

来，助力乡村振兴。

9.加强审批改革，深化放管服。行政审批事项实行目

录管理和动态清理机制，并及时承接、调整上级下放、委

托的行政审批权限。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环

节，简化审批手续，编制审批流程图，提高审批效率。一

是简化审批手续。推进行政审批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制

度化，办理行政审批件 166 件。二是减证便民,清理规范

中介服务事项。通过多次精简涉企涉民各类证件、证明、

盖章环节和申报材料,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三是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

的“一窗受理”服务模式，使企业和群众办事更便捷。截

止目前，共有 127 项行政服务事项入驻行政服务中心经营

管理类窗口，按照五级十五同的要求配置事项办理指南，

全部按照“一窗受理”模式办理业务，对于群众办理业务

比较多的事项及时调整简化办事指南和审批手续，让群众

办事更方便。

二、2022 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单位编制、人员不足

我局行政编制少，整个农业农村工作点多、面广、量

大，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会显现出来，

我局履行自身职责的责任越来越大，事多人少矛盾愈发突



出。

（二）农业行政执法机构没完善

机构改革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涉及农业环境污染、

制售假劣农资产品、违规使用农药、宅基地执法等多方面

的问题，难以应付全县的农业综合执法。并且因为涉及的

法律法规增多，执法人员没有规范全面有效的业务培训，

面对日益加重的执法任务，执法业务水平亟待提高。

（三）对农民普法教育存在短板

群众对农业法律法规的知晓率并不高，造成一些人违

法了而不知道自己违法，但一旦出现问题，处理起来又易

引起社会矛盾，影响农业农村的稳定，农业农村普法教育

任重道远。

（四）重大决策的公众参与度不够

专家咨询论证、听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方面

的制度还不到位，在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

化方面有待提升和改善。

三、2023 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

2023 年，我局将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扎实推

进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把政府活动

全面纳入法治轨道。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提升法治政府建设能力

不断强化本级农业农村部门广大干部的法律意识、监

督意识，加强农业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切实养成依法、



守法、用法思维习惯，把依法服务、按制度办事贯穿于各

项工作的全过程。加强对农业法治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知

识培训，充分发挥法治机构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的参谋、

助手作用。强化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监督检查，确保各

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证照分离”和“多

证合一”改革落实，推动行政审批、服务事项“一趟不用

跑”落地落实。建立各类清单动态调整和规范运行机制，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按照“双随机、一公

开”要求，加强市场监管，推进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工作，实现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和简约性。推

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全面运作，形成公开透明、便利高效、

服务优质的行政审批运行机制。发展“互联网＋政务服

务”，逐步实现审批智能化、服务自助化、办事移动化，

提高政务服务的便利和品质。

（三）进一步健全完善依法行政制度

健全完善重大行政决策机制，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

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决策模式。深化政务公开，完善各

类公开办事制度，确保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建立健全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合

法性审核工作规定，明确审核范围，规范审核程序，把握

审核内容，完善审核方式，落实审核责任。



（四）进一步提高农业行政执法水平

深入推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加快构建权责明

晰、上下贯通、指挥顺畅、运行高效、保障有力的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体系。开展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创建活动，

以创建促提升、以示范带发展。加强行政执法制度建设，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健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

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不断规范执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