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

问：

一是深化远程公证
服务，不断提高远程公证服务质
量。截至今年 11月，武进公证
处共办理远程公证 170余件，
目前位居全市 5 个公证处前
列。此外，还积极为身处异地的
当事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办
理公证，服务对象有驻藏、驻外
军人，海外留学或经商人员等。
二是开展减证便民活动。

积极落实司法部“公证办理提

速清单”（2024年版）等文件要
求，进一步缩短办证期限，对于
材料齐全的简单公证事项，坚
持落实“一件事一次办”，大部
分公证事项可于受理当日当场
办结；对于材料不齐全的，积极
落实“容缺受理”“首问负责”
“一次告知”等制度，并为当事
人收集相关公证材料提供协
助，做到第一时间受理出证。

三是强化部门协同联动。

联合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武进分局、武进区税务局，在全
市率先推出“不动产登记 +公
证”一件事一次办服务，设立
“不动产登记 +公证”专窗，为
当事人提供一次性办理继承公
证、税费缴纳、不动产登记 3项
服务。同时，开通了不动产查档
服务，大大提高了涉不动产办
证速度。截至目前，已为相关当
事人调取底档 200余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证在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今年，武进公证处出
台了哪些便民惠民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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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法治社会基石 谱写和谐发展乐章

日前，武进区司法局上线“政风热线”，该局局长杨红明、副局长严征，武进公证处主任秦敏

刚，就“八五”普法工作、公证便民服务、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等回答提问。

目前，我区在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人民调解
工作上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区司法局充分发挥
矛盾纠纷化解“主力军”作用，
围绕落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
机制挺在前面”的要求，积极践
行“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
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
层，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
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夯实人民调解组织

基础。按照“坚持人民调解属
性、依法规范设置、司法行政
主管”的原则，逐步形成以区
人民调解委员会为龙头，镇
（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
导，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为基础，行政性、行业性人民
调解委员会为节点的多层次、
宽领域、全覆盖的新时期人民
调解组织网络体系。
二是建强人民调解骨干

力量。致力于建设一支政治素
质好、业务技能强、群众威信
高的专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
通过吸纳老教师、退休司法工

作人员等专业化力量，扩充年
轻调解员队伍，不断优化调解
员队伍结构。目前，全区专兼
职人民调解员 1072人，其中
专职调解员 395人。强化业务
培训，推出 41项专业化培训
课程，内容包括婚姻家庭、土
地征迁、农村集体经济、医疗
纠纷、校园事故等。

三是释放调解工作整体合
力。积极整合司法行政、公安、
法院、信访、民政、人社等多部
门以及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行业专家等各类资源，实
现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做到了
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
解以及仲裁、诉讼等其他解纷
方式的有效衔接。目前，全区驻
法庭调解工作室 6个、驻检察
院调解工作室 1个，驻派出所
调解工作室 18个，驻信访局调
解工作室 1个，区级一站式多
元化解平台 1个，专兼职调解
员共 195人。

问：

答：

区司法局在助力刑满释放人员尽快融入社会和家庭
上，有哪些创新做法和亮点特色？

近年来，武进区安置
帮教工作主要围绕“家庭有温
暖”“工作有着落”展开。

先说“家庭有温暖”方面。
针对部分安置帮教对象与社
会脱节、与家人产生矛盾、服
刑期间家庭发生变故等情况，
区司法局做了以下工作：一是
定期谈心交心，组织参加各种
法律知识培训和教育活动，潜
移默化地培养其守法意识；二
是落实“四必访”原则，安置帮
教对象遇困难、纠纷、家中婚
丧嫁娶或突发情况必访；三是
设立“黄丝带”家庭关系修复
工作坊，邀请专业心理咨询
师，及时修复家庭关系，依据
家庭情况定制接纳计划，组织
家庭成员沟通或远程会见。此
外，对于无家人的安置帮教对
象，在金球驿站、星鑫家园等阳
光帮扶基地对其进行帮扶。在
社会保障方面，参照相关办法

给予他们政府补贴和社会救
助，并按照具体情况为部分安
置帮教对象申请低保、特殊补
贴等基本生活保障。

再看“工作有着落”方面。
首先，通过帮助接收安置帮教
对象的企业争取资金、减税、
优惠用地以及法律咨询服务
等方式，在减少企业偏见的基
础上，依据双方需求推荐就
业。其次，提前了解安置帮教
对象实际想法困难，借助 15
家企业的“帮扶联盟”先培训
再推荐，综合多因素安排合适
工作。再次，在安置帮教对象未
出监时与监狱做好沟通协作，
依据个人情况制定帮扶计划，
提供法律、技能培训等多样服
务，做到“出监—就业”无缝衔
接。针对找不到工作的安置帮
教对象，依据其能力、身体等
状况匹配工作，联合相关部门
开展培训考证，助其就业。

问：

答：

答：

问：

普法是法治建设的
基础性先导性工作，为推动《法
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
有效落实，区司法局围绕“让法
治成为武进现代化建设的显著
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紧密结合
武进实际，全面发力，突出宣传
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
深入宣传与促进高质量发展密
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力争到“八
五”普法期末，全民普法知晓率

和满意度均达到 90%以上。
区司法局紧抓四个“关键”

全力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一是
头雁引领，放大“关键少数”示
范作用。定期组织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法，切实提高领导
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的能力。二是定向培植，树立
“关键群体”法治观念。全区中
小学法治副校长配备率达
100%，打造小学、初中、高中校

园法治文化样板。三是依法治
企，促进“关键产业”健康发展。
持续开展“法企同行”，依托民
法典宣传月、安全生产月等活
动，通过以案释法等方式，广泛
开展“送法进企”活动。四是融
合服务，推动“关键基础”和谐
稳定。深入推进“法治入家”，放
大“村（居）法律顾问 + 法律明
白人”行动法治效应，引领基层
群众学法用法。

今年是“八五”普法的关键一年，区司法局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答：

问：

在“八五”普法工作
中，我区主要有三大特色亮点。

一是在基层民主法治创建
工作中，以国家级民主法治示
范村创建为契机，全面提升基
层依法治理水平，截至目前，已
创成 3个国家级、100个省级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八五”普
法期间，还将努力创成 2个国
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二是在推进全民普法过程
中，重点打造了全省首家苏宁
“法治影院”平台，成为一个流动
的法治展馆、服务的法治超市、
便民的法律服务站点，年度受
众人数达 30余万人次。

三是法治与文化融合发

展，深入实施“法治文化百千万”
工程，组建“百名法治文化作品
创作志愿者团队”，创作“千件法

治文化作品”，推动法治文化巡
展进“万家”，强化了法治文化对
提升全民法治理念的浸润作用。

武进在“八五”普法工作中涌现出了哪些特色亮点？

普法活动

司法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