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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 2024 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

报告 

吉农文〔2024〕124号 

省政府并省委： 

  按照相关通知要求，现将我厅 2024 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4 年主要举措和成效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1人被评为全国“八

五”普法中期表现突出个人。 

  （一）严格履行党政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职责。厅党组认真执行领导干

部应知应会国家法律法规清单制度，落实学法“共性清单”书目学习，制定

“个性清单”，通过厅党组会议、理论中心组学习会等多种形式，专题学习了

《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严格集体讨论制

度，涉及“三重一大”事项全部履行集体决策程序，推动领导决策更加科学、

规范。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清单化，结合机构改革工作实际，动态完善权责、政

务服务和行政执法“三张”清单，逐事项核定、逐处室定责，共调整权责事项

27项、执法事项 109 项。 

  （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重点任务。一是立法协调扎实推进。深入调研

《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提前启动《吉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订工作，已

向省人大报送初稿。编制 2025 年立法计划，拟对《吉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

例》等 7部地方性法规进行废改立。二是执法规范化建设不断加强。制定《吉

林省农业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化量化处罚标准 641 个。督导赋

权乡镇（街道）执法事项有效衔接，调研评估 9 项乡镇（街道）农业执法事项

落实情况，梳理存在问题，进行业务指导授课。三是包容审慎监管持续加强。

圆满完成种子、人参、以“订单农业”为名坑农和农资“忽悠团”等 4 个专项

执法任务，全省各级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共出动执法人员 5.71 万人次，检查生产

经营场所 4.08 万个次，查办违法案件总计 388 件，为农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447.9 万余元，有效净化了农资市场秩序。四是涉农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妥善

推进。全面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基本实现村级全覆



盖。积极调处矛盾纠纷，全年没有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有力维护了农村社会

稳定。 

  （三）切实提高依法行政质量。一是法制审核制度全面推行。严格执行重

大决策法制审核、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备案、公平竞争审查等制度，截至

目前，全年审查通过规范性文件 3 件，废止 4 件。二是法律顾问制度持续落
实。组织法律顾问协同审查政策文件、框架协议、合作合同等 81 次，全程参与

重大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审查和行政应诉，全厅连续 5年未发生行政诉讼败

诉和行政复议被纠错案件。三是法治人员业务能力有效提升。组织执法人员全

员轮训；全年通过行政执法资格考试 38人；开展基层农业综合执法业务骨干培

训，全年培训 110 人。四是提案议案办理高质高效。全年承办建议提案总数

163 件，代表委员见面率、答复率、满意率均达 100%。 

  （四）持续加强普法宣传力度。一是普法宣传开展有力。开展“放心农资

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发放农资宣传科普资料 18.2 万份，举办现场咨询培训

活动 169 场次，接待咨询群众 22.5 万人次，在快手、抖音、微信公众号等转发

信息 2852 次，点击和浏览量超过 19.6 万人次，电视、网络等突出了普法宣传

的趣味性、实用性和有效性，新闻媒体对活动宣传报道 107 场（次）。二是普

法方式有效创新。组织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制作学法用法普法视频 13 个，择优推

荐农业农村部 5 个。三是普法合作力度加强。利用宪法宣传周普法专题活动，

与省广播电视台合作，制作涉农法律法规普法小视频 10 个，营造了良好的法治

氛围。 

  （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是全程网办率大幅提高。全厅实现全程网办

办事情形 97 个，全程网办率达到 88.1%，同比提高 32.1 个百分点。二是实现

预审单位前置。将业务处室审核环节前置，提高预审准确性和专业性，减少退
件流程和频率。全年共接受业务咨询 610 件，受理行政审批事项 1820 件，办结

率、准确率和群众满意率均达 100%。三是审批流程和时限有效简化。实现“部

门制证”和“部门办结”两个环节合并为一个环节，压缩 14 个行政审批事项办

结时限 38个工作日。四是及时解决企业诉求。帮助涉农企业化解法律争端，截

至目前，办理“接诉即办”事项 203 件，同比增长 36.2%，努力营造了良好的

涉农营商环境。 

  二、存在不足和原因 

  目前，乡镇（街道）对下放的执法权承接效果参差不齐，部分乡镇（街

道）承接能力较弱，执法人员法律素质不高、经验不足，办案水平有待进一步
细化、优化。 

  三、2025 年度工作安排 

  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

动计划》（2023-2025）部署，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全力打好收官攻坚战。 



  （一）持续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将

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纳入“第一议题”制度，不断加大学习力度。对照领导干

部应知应会“共性清单”和“个性清单”，制定学习计划、创新学习形式，确

保学习效果。 

  （二）全面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制定培训计划，创新培训方式，力争全年
培训 100 人以上。重点加强乡镇（街道）综合执法人员执法培训力度，提高执

法人员涉农执法能力，确保赋权执法权能够有效承接，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稳步提高。 

  （三）规范农业执法监管。加大种子、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重点领域执法监

管力度。梳理全省乡镇（街道）能够有效承接的涉农执法事项清单，开展调

研，征求意见，确保“放得下、接得住”。 

  （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认真研究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争取

省政数局支持，将符合条件的审批事项纳入省政府重点清单，梳理办事流程，

公布办理指南。 

  此报告。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12 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