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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毅人

“多亏了法治体检，帮我找出这些法律漏洞，现在心里

踏实多了。”近日，兰溪某企业负责人向律师赵晨致谢。此

前，这家企业因采购合同不完善造成较大损失。赵晨走访

了解后，对企业进行了全面“体检”，修补了采购合同、劳动

合同及管理制度中的法律漏洞。

自3月1日起，省司法厅全面开展2021年度“法雨春

风”法律服务月活动。在我省第二个“法雨春风”法律服务

月期间，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紧扣“把方便留给群众和企业，

把麻烦留给自己”主题，集聚资源、集中力量、集成服务，全

方位化解矛盾纠纷，打出一套漂亮组合拳。

清理“烦企扰民”规定

“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展‘烦企扰民’规定清理

专项行动、社会矛盾纠纷清源专项行动、企业法治体检清

患专项行动、法治宣传教育专项行动以及公共法律服务专

项行动。”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烦企扰民”规定清理

专项行动要求全面清理“烦企扰民”的各类文件制度、办事

流程、办事指南，优化政务服务标准流程，从源头上有效解

决烦企扰民问题。

“我们将一律取消无法定依据的变相审批事项、各类

证明事项、中介服务项目及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文

件，力争近两年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各类制度‘烦企扰民’清

理全覆盖。”宁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宁波将深化无

证件（证明）办事之城改革，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精

简办事流程，压缩办事时限。

活动期间，杭州市临安区司法局出台《关于开展“烦企

扰民”规定清理专项行动的通知》，清理范围涵盖区政府

（区政府办公室）、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

部门现行有效的所有行政规范性文件及各类制度规定。

“清理工作按照‘谁制定、谁清理’‘谁起草、谁清理’的原

则，确定清理范围，明确责任分工，确保专项清理工作顺利

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效。”临安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企业送去“护身符”

3月1日，我国首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

方性法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宣传贯彻

这部条例也是本次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普法责任主体和法律服务机

构积极宣传《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民营企业

发展促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进楼宇、进园

区、进工地，引导企业依法经营、群众理性维权。

杭州市临安公证处公证人员走访了多家区域内重点

企业，就数字信息技术与公证法律服务融合发展与企业进

行探讨。“我们主动联系互联网科技企业，围绕公证法律服

务以及区块链、云计算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合作研究。”

临安公证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公证处将借助“数信零跑”综

合服务平台，推出更多细、

惠、实的服务举措，为提质

“法雨春风”法律服务、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注入数字

公证服务新动能。

（下转2版）

桥头学党史

春日里，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春城社区党

史宣讲员周开林带着社区党员代表和信谊小学

的孩子们来到望春桥，为大家讲述这座英雄桥的

故事，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望春桥始建于北

宋时期，后经多次修缮，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

战争时期都留下过革命先烈的足迹。

贺元凯 忻之承 摄

我省开展“法雨春风”法律服务月活动

把方便留给群众和企业，把麻烦留给自己

本报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3月24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2015—2020年全

省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根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以下简

称《纲要》）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报告指

出，截至2020年年底，《纲要》明确的各项任务均已全面完

成，法治浙江建设社会公众满意度从2015年的77.8%提

升至2020年的91.1%。

本次听取的报告从6个方面总结了过去5年浙江省法

治政府建设完成情况，包括加强法治政府建设顶层设计、

数字赋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构建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地方治理法治化、落实法治

政府建设责任，总结特色亮点，客观阐述存在的不足和困

难，并提出目标任务。

报告显示，浙江5年来共取消行政许可184项，省市

两级清理取消证明事项198项，深化简政放权和减证便

民，多地实现地方设定“零证明”；推进政府数字化与法治

化融合，初步建成“掌上办事之省”；建立全面清理和专项

清理制度，5年来省本级累计审查法规27件、规章32件，

清理后废止规章24件、修改72件，清理行政规范性文件

11811件；截至2020年，全省外聘政府律师顾问9000多

人，公职律师3600多名。

此外，浙江坚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推进

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探索构建“一中心、四平台、一

网格”县域社会治理新模式，强化诉源综合治理，建成

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健全人民调解和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制，推动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最多跑一地”。

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是《纲要》实施的

收官之年，在去年审议的基础上对这项内容进行跟踪监

督，既是对浙江省5年法治政府建设成果的重要检验，也

是一次全面展示，对于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推动我省法

治政府建设尤为重要。

5年，从77.8%到91.1%

法治浙江建设社会公众满意度大幅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