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今年以来，晋城市农业农村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 

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市委市政府和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的 

坚强领导下，围 绕 《晋城市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的实 

施方案》要求，聚力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廉洁高 

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目标，突出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 

律效果， “三个效果”相统一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工作导向。深 

入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依法行政，顺利完成了法治政府建设各项 

工作任务，依法治农、依法兴农、依法护农不断取得新成效。 

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 ）强化组织领导，机制建立健全。一是进一步完善了

农业农村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架构，局党组书记、局长 

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定期主持召开局党组 

会、班子会、理论中心组会议，研究农业农村重大法治问题， 

形 成 了 “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领导体系。自 

觉把法治建设工作融入全局工作大局，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 

部署、同落实。对法治建设中涉及的重大问题、重要环节、重 

点任务，亲自过问、亲自部署和督办，要求领导干部坚持年终



述职必述法，将述法与述职同步推进，全面强化了党组对法治 

工作的领导。二是及时建立工作清单制度，制定了《晋城市2023 

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工作清 

单》，印发了《晋城市农业农村局2023年全市农业农村法治工 

作要点》，明确各科室、局属各单位全年法治重点工作，局属 

各科室依法全面履行职能，把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从执法、 

普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三是 

修订局机关内控管理制度，完 善 《晋城市农业农村局“三重一 

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严格执行《农业行政处罚重大案件 

集体讨论制度》，明确局领导全程参与重大案件办理、重大法 

治决定，带头旁听行政诉讼案件庭审活动，履行法院生效裁判 

情况，为执法人员提供后盾支持，监督执法人员公正执法，在 

实践中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四是严格贯彻落实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在重要文件制定、重大活动 

开展、重要事项决策中严格履行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 

审查、集体讨论等各项法定程序，最大限度防控决策风险，确 

保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充分发挥单位法律顾 

问的作用，严把法律关口，让法律顾问深入参与到风险防控、 

矛盾化解等工作中。

(二 ）完善学法制度，学习走深走实。抓 住 “领导干部”

关键少数，年初制定了 “晋城市农业农村局2023年度本部门领 

导干部学习法律法规清单”制度，每月定期在中心组学习议题 

中安排一期学法内容，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等法律法规，领导小组成员带头参加学法活动，推进党组中心 

组学法制度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通过全年多次的局党 

组中心组集体学法，全局已形成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的浓厚学法 

氛围。持续开展执法能力提升培训，坚 持 “每周一学” “每周 

一案”活动。每周五组织执法人员通过人人讲课、案例分享、 

学 习 “行政执法大讲堂”线上培训等多种形式进行充电学习， 

全年共组织“每周一学”培训 50次。5 月下旬组织举办了《2023 

年第一期晋城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邀 

请省、部级专家授课，全市执法骨干和新招聘执法人员共计70 

佘人参加了培训，不仅提升了全市执法人员执法能力水平，更 

以军事化管理提升了执法队伍形象。

(三）深化综合执法改革，执法规矩规范。2023年是农业 

综合执法能力提升年，按照充实执法人员、完善工作机制、提 

高综合办案能力的目标任务。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招聘15人 

和人才引进3人全部到岗，全部通过行政执法资格考试。目前， 

共有执法人员44人，取得行政执法证41人。建立健全了农业 

行政执法信息、案件信息公开、投诉举报、农业行政执法过错 

责任追究、领导干部违法干预行政执法活动和插手具体违法案 

件查处责任追究等制度，积极探索首违不罚、无主观过错不罚 

的执法方式。全面落实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执法前公示执法事项、执法依据、 

执法人员信息；执法中，亮身份、亮依据，并通过文字、音像



记录等形式，对行政执法全过程全面、系统、规范记录，实现 

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执法后，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 

法制审核，公示行政处罚决定。切实做到了依法执法，有效规 

范了执法行为。制定出台农业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农业行政 

处罚案件内部审核制度等多项制度，推动建立权责清晰、行为 

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系。

(四 ）开展执法检查，惩治有力有效。一是开展“农资打 

假”行动，以种子、农药、肥料、饲料、兽药等为重点产品， 

利用巡查检查、监督抽查、交叉检查、飞行检查、投诉举报等 

手段，深入开展了农资打假行动。二是开展“稳粮保供”行动， 

围绕粮食生产关键环节，聚焦品种权保护、种子质量、耕地保 

护、转基因监管等领域，及时查处上级转办种子案件，严厉打 

击了坑农害农行为。三是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行动，全面排查 

农业示范园区、生产企业、合作社等，检查种植(养殖）生产记 

录和农（兽 ）药使用记录，重点检查违法使用禁限用药物、非 

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常规药物残留超标、超范围超剂量用药、 

未按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等违法行为。四是开展动物卫生 

监督百日执法专项行动，以规模养殖场、畜禽屠宰企业和无害 

化处理厂为重点，检查养殖环节台账的建立、申报检疫情况， 

跨省运输的动物是否经过指定通道等。严厉打击宠物诊疗机构 

无证经营、非法经营宠物饲料和职业兽医不按规定进行备案等 

违法违规行为。五是开展“渔政亮剑”执法行动，围绕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和规范利用、黄河海河流域禁渔、清理取缔涉渔“三



无”船 舶 和 “绝户网”、打击电鱼行为、水产养殖使用投入品 

规范使用等方面展开执法行动。六是开展全市农机执法检查行 

动，围绕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无牌行驶、未年检及驾驶员无证 

驾驶、农机维修网点使用不符合农业机械安全技术标准的配件、 

承揽维修已经达到报废条件的农业机械、未按规定填写维修记 

录和报送年度维修情况统计表、农机培训学校等开展执法检查。 

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800佘人次，检查各类农资 

市场及生产经营主体1400佘个，办理案件88起，结案76起， 

罚没款32. 8 5万元。

(五 ）聚力营商环境，工作提标提质。一是与市场监管部

门联合检查。对全市22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企业、18户农药 

经营企业、22户肥料生产经营企业、14户饲料兽药生产经营企 

业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执法检查，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最 

大限度降低对市场主体正常经营的干扰。 “双随机”执法检查 

工作已全部完成。二是扎实推进“互联网+监管”工作。截至目 

前，我局共填报监管行为数据444条，监管目录认领率、检查 

实施清单编制率、监管责任落实率、执法人员注册率均为1〇〇%。 

三是稳步实施信用监管。按照规定时间在“信用晋城”网站对 

行政处罚信息进行“公示”，2023年市级共办理一般程序行政 

处罚案件14起，其中 13起做出处罚决定并进行公示，1起免予 

行政处罚，对企业下达《行政处罚信用信息修复告知书》8份。 

各 县 （市）办理的案件也均在“信用晋城”网站公示。四是降 

低市场准入门槛。针对市场主体倍增农业领域政策落实和要素



服务保障任务两个清单，制定了“六定”方 案 和 “四个清单”， 

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六 ） 加强法治宣传，普法到村到户。认真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印发《2023年度晋城市农业农村局科室 

普法责任清单》，开展相关专项法治宣传活动。5 月 1 2日，我 

局依托党支部“联点共建”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支部全体党员 

干部赴晓庄社区开展“民法典与诚信”主题宣传活动；5 月 19 

曰，邀请山西高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专题讲解《民法典》•，在 

晋城市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中，以 “乡村振兴法治先行”为主 

题的一系列法治宣传活动，发放法律知识宣传册100佘份。在 

执法、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对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开展普法宣传， 

印发《致全市农民朋友暨农资从业者的一封信》1200佘份，与 

各农业从业人员签订各类《承诺告知书》600佘份。精准推进培 

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工作，2023年底全市共培育示范户1548 

户，完成率100°/。。

(七 ） 仲裁调解纠纷，处理合情合理。市级统筹对全市涉

农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县级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纠 

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乡镇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委员会。 

县乡两级建立了章程，明确了成员构成、职责、议事规则等， 

配备了调解仲裁人员，建立了调解仲裁工作岗位责任制。村级 

设立了调解小组或指定专人调解，分区分片明确责任，实行村 

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负责制，确保各类涉农矛盾依法及时 

得到有效化解。今年以来，共仲裁5 起，调解 96起。



二、 存在的不足

今年以来，我局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 

任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在下 

一步工作中加以改进、完善提升。

(一 ） 法治人员力量薄弱。法治建设与“三农”业务工作 

的结合度还不够，对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 

认识不够深入、理解不够透彻；法治人员数量相对较少，知识 

储备不足，需要学习与掌握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很多，缺少 

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的法治专业人才。

(二 ） 普法宣传形式不多。普法新形式比较缺乏，宣传形 

式相对单一，活动开展受客观条件制约，时紧时松的现象时有 

发生。特别是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法治工作新特点、新要求分析 

不到位，比如围绕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往往通过发放 

宣传页、小册子等方式，这种普法方式受众范围小，普法氛围 

还需进一步提升。

(三 ） 队伍能力有待提升。目前，执法人员除新招聘人员

具有较强的法律专业知识，其佘人员均来自农业部门的各个岗 

位且主要为专业技术人员，虽从事执法工作已有三年，但工作 

经验来自日常积累，法律素养和执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新招聘人员均为农业、法律专业人才，专业能力强，但工作经 

验不足，实践经验少，还无法独立完成工作，迅速、高效判断 

和处理案件能力还亟待提升。

三、 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法 

治思想，在市委市政府和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 

严格贯彻落实《创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实施方案》要求，全 

面推进农业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持续深入做好农业领域的 

依法行政工作，不断提高依法治农水平。

(一） 持续加强组织领导。将法治政府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持续深化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抓实年度工作部署，持续深化农业农村领域法治建设，全力以 

赴抓落实，依法行政保实效，稳定农业市场环境。结合我市优 

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的出台，本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在法律及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范围内进行适当调整， 

要给予合法尺度内的容错空间，引导当事人主动纠偏改过，以

“人性化执法”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二 ） 持续深化法治理念。贯彻落实“晋城市农业农村系 

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持续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 

想学习宣传，结合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乡村建设要求扎实推进 

全面普法。扎实稳步推进“学法用法示范户”工作。进一步落 

实常态化、制度化法治专题讲座，积极参加法治教育培训、旁 

听法院庭审等活动，树牢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提高领导 

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的能力。执法人员要牢固树立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纪律意识，全面服务党和政府、保障社会稳定，产生好的政治 

效果。



(三 ） 持续规范执法行为。持续推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规范综合行政执法行为，推动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全覆盖。严格执行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进一步规范行政 

执法行为，创新执法监督方式，加强重点领域的行政执法监督 

和法治监督。执法队要规范办案程序，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依 

法处置。法规科要严把审核关，确保案件合理、合法、公平、 

公正，真正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

(四 ） 持续提升法治水平。强化与政法、纪检、公安、信 

访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坚持属地管理与行业监管相结合，凝聚 

工作合力，重点对农村土地确权、产权制度改革、农业农村信 

访、农资经营管理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专项检查，加强与县区 

农业部门及乡镇的工作沟通，不断提升依法治农、依法兴农、 

依法护农水平，推动三农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晋城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 12月 2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