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锚定“平安品质更稳” 开启“心安城市”征程
——2024年滨州政法工作巡礼

本报记者 罗军 通讯员 郑梦幻  何颂一

现发命案连续 11 年全破，成功侦办全市首起跨境涉网黑恶案
件；

县、乡一站式矛调中心全部实现规范化、标准化运行；
428 所中小学校全部配备法治副校长，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全

部设置“护学岗”，对全市 40 余万名中小学生进行心理测评和干预
帮扶，将刑事案件被害人子女、服刑人员子女纳入司法救助范围；

出台全省首个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办法，“凤栖梧”破产审判经
验被《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经验交流》刊发推广，全省第二家企业合
规师培训基地落户滨州；

先后举办全国首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经验交流大会、全
国社会工作创新发展大会暨“心安城市”建设交流会，滨州被授牌

“中国社会心理服务创新实践基地”；
发布全国首个“心安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全国首部社会心理

服务领域地方性法规《滨州市社会心理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市县
两级534个部门单位全部设立心理健康科，乡镇（街道）心理咨询室
实现全覆盖……

2024 年，滨州市政法系统围绕“平安品质更稳”这一目标，全
力铸忠诚、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惠民生，全市政法系统
100个集体、153名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表彰表扬，平安滨州、法治滨
州、“心安城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筑牢忠诚警魂，锻造过硬政法队伍

忠诚警魂，是政法队伍的精神支柱与行动指南。
滨州政法系统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和省委若干措施，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将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滨州政法工作高质
量发展、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2024 年，市委常委会先后 21 次研究政法相关工作，市委召开
市委政法工作会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专题会议、“心安城市”建设
推进会议等专门部署有关工作；每季度召开市委政法委员会全体
会议，把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确保政法工作正确政
治方向。

锚定“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目标要求，全市政法系统“第一
议题”党纪学习 218 次，召开警示教育会 75 次，确保全体党员干警
将党的纪律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深入推进育警、强警、用警、管警、爱警一体化“育才工程”，创
新推出“红色503”“品质滨检”等政法品牌，开展“长安滨州大讲堂”

“业务讲堂”等系列活动，着力锻造过硬政法队伍。

全方位推进社会治理，守护一方平安

忠诚警魂，是滨州政法系统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它不仅
赋予政法干警坚定的信念，更化作他们守护一方平安的实际行
动。

有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开展社会稳定 风 险 隐 患 专 项 整
治，梳理制发隐性矛盾排查辨识清单，现发命案连续 11 年全
破 ，八 类 严 重 暴 力 犯 罪 案 件 全 破 。 常 态 化 开 展 扫 黑 除 恶 斗
争 ，新 打 掉 恶 势 力 组 织 3 个 ，成 功 侦 办 全 市 首 起 跨 境 涉 网 黑
恶案件。

县、乡一站式矛调中心全部实现规范化、标准化运行，制定类
案调解指引，受理矛盾纠纷8万余件，按期办结率99.75%。

提升“全科大网格”服务管理
效能，组建 9064 人的专兼职网格
员队伍，全年处理网格事项119万
余件。推进“多网融合”工程，“全
科大网格”与 12345 便民服务热
线有机衔接，及时处理民生诉求
事项1458件。

深化重点人群管理。对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创新实行救治范

围、定点医院、服务管理、救治标
准、支付流程、随访服务“六统一”
免费救治救助政策，创设县级精
神障碍患者托养康复服务中心，
开展生活照料、辅助就业、医疗救
治，探索康复服务、兜底服务、养
老服务新模式。

深 化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预 防 治
理，428 所中小学校全部配备法治

副校长、建立“欺凌治理委员会”，
完善高校“校地警”共建机制，全
市 1230 所中小学、幼儿园全部设
置“护学岗”；实施“益童成长”家
庭监护能力提升、“筑梦添翼”政
府免费代养、“童心守护”、“接力
助学”等服务项目。建立未成年
人司法救助体系，将刑事案件被
害人子女、服刑人员子女纳入司

法救助范围，形成从预防教育到
惩戒挽救的闭环管理工作框架。

深 化 刑 满 释 放 人 员 安 置 帮
教，构建以司法行政、公安、属地
乡镇（街道）为主体，以人社、税
务、市场监管、妇联、团委等7部门
为支撑，其他部门和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的“3+7+N”安置帮教工作
新格局。

规范执法司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规范执法司法，是滨州政法
系统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实保障。
它不仅为执法司法工作提供清晰
的准则，更驱动着一系列创新举
措的落地实施。

建立刑事案件联席会议制度，
出台全省首个刑事涉案财物处置
办法。在全省第二个开展公益强
制清算工作，对121家破产重整企
业进行跟踪回访，“凤栖梧”破产审

判经验被《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经验
交流》刊发推广。坚持数据赋能，5
个检察工作模型被最高检冠名推
广应用，20个检察工作模型被省检
察院冠名推广应用。

全省第二家企业合规师培训
基地落户滨州，全市新增企业合
规师 82 人，建立企业合规建设服
务站，为700余家企业开展合规体
检。建好法智护航中心，接待服

务企业家及群众 2.2 万余人次。
提升“滨州微警务”服务效能，350
项服务事项线上办理，事项数量
全省最多，获评全省数字法治系
统建设优秀案例。

创新打造“滨法治源”执法监
督品牌，形成“寻源”发现问题、“析
源”分析问题、“清源”治理问题、

“固源”夯实基础全链条监督路径，
切实实现“发现一案、剖析一类、规

范一域、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完善监督贯通协调机制，推动党委
政法委执法司法监督与党内监督、
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法学会法学研究有效
衔接。创新“两书一单”机制，着力
解决执法司法不严格、不规范、不
文明等问题。深化打造“滨州论
建”释法解案品牌，举办分析研讨
会5期，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

推进“五安”工程，“心安城市”建设稳步启航

坚持“平安是基、心安是魂”，
把“心安城市”建设作为消除社会
焦虑心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基础性工程，先后举办全国首届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经验交流
大会、全国社会工作创新发展大
会暨“心安城市”建设交流会，滨
州被授牌“中国社会心理服务创
新实践基地”。

实施“五安”工程，发布全国

首个“心安城市”建设指标体系，
出台《关于打造“心安城市”的实
施意见》《关于推进“心安城市”建
设的实施细则》，研究推出“安身、
安业、安居、安康、安心”五大领域
20方面136项具体措施。

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全
国首部社会心理服务领域地方性
法规《滨州市社会心理服务条例》
正式实施，在滨州职业学院设立

“心安城市”建设研究中心，市县
两级 534 个部门单位全部设立心
理健康科，乡镇（街道）心理咨询
室实现全覆盖。形成和完善组
织、政法、工会、卫健、教育、民政、
企业、群团8个领域社会心理服务
网络，对全市 40 余万名中小学生
进行心理测评和干预帮扶。开通
线上心理援助热线，提供 7x24 小
时全天候公益服务，累计接听心

理服务热线和开展网上心理测评
10万余人次。

培育“心安”细胞，首批制定
13 个重点领域“心安细胞”试点建
设标准，全力推广小而实、小而
灵、小而暖创新举措，培育“心安
细胞”100余个，建设了一批“心安
学校”“心安社区”“心安物业”，

“心安城市”建设纲举目张、成势
见效。

全国首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经验交流大会在滨举办。 （李默 摄影）

市委书记宋永祥调研“心安城市”建设工作。

深化警务体制改革，提升守护平安能力水平。

开展形式多样宣传活动，唱响滨州政法好声音。 健康主题公园。

以法治方式破解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和
堵点。

全市1230所中小学、幼儿园全部设置“护学岗”。

5
2025 年1月14日  星期二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责任编辑：王光磊 程海莉

电话：31867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