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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走访，保障小区安宁

平安修武亮点之一：

筑牢基石促稳定

修武县从强化阵地建设入手 ， 整合力量 ，

完善程序， 规范运作， 提高效率， 筑牢了维护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高标准建设乡镇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 对全县

8

个乡镇综治维稳

工作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 目前已有

7

个

中心被焦作市综治办命名为全市示范性综治工

作中心。 二是全方位构建城乡技防网络。 在城

区 ， 投入

700

多万元对县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 ， 安装

102

个高质量监控探头 ，

实现对城区重要部位和交通要道的全面监控 ；

在所有商场、 网吧、 企业、 学校安装了电视监

控设备 ， 在

64

个金融网点全部安装了 “

110

”

联网报警装置， 提升了对复杂场所、 重点行业

的预防 、 处置能力 。 在乡村 ， 安装了 “电子

狗”、 “气死贼”、 “门 （窗） 磁报警器” 等切

合农村实际的小型技防设施， 技防设施入村率

为

100％

、 入户率在

98%

以上 。 三是多层次完善

治安防控阵地 。 先后对

223

个行政村综治办进

行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全县

24

个治安卡

点和

27

个警务室， 并与乡镇专职巡逻队有机结

合， 每天由民警带领专职巡逻队员在辖区内流

动巡逻 ， 各卡点由专职巡逻队员闪警灯值守 ，

形成了流动巡逻和卡点值守动静结合 、 乡村两

级巡逻队双重巡逻的巡防网络。

平安修武亮点之二：

一村一警保平安

去年以来， 该县通过网站投票和入户调查，

对各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在个别县市历来备受争议的公安民警

的执法满意度在该县则连续两次排名第一。

据悉， 该县按照 “五包 ” 机制 ， 实行一村

一警、 一院一警， 从政法部门抽调

286

名干警 ，

分包全县

223

个行政村和

50

个家属楼院的平安

驻守工作 ， 这项工作已经坚持

4

年 。 为深化服

务 ， 他们实行了 “五包 ”， 即包治安防范 、 包

矛盾化解、 包法制宣传、 包为民服务 、 包困难

帮扶。

为确保工作成效， 该县把一村一警工作纳入

年终干警创安工作实绩考评中。 去年以来，

286

名包村干警依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60

起， 其中

解决涉法纠纷

226

起，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1012

件

,

全县各村信访案件下降了

26.6%

、 刑事案件下

降了

36.3%

。

平安修武亮点之三：

三调联动化矛盾

三调联动就是运用行政调解、 人民、 司法三

种手段化解矛盾。 由司法部门牵头， 修武县成立

了由综治、 维稳、 法院、 信访、 检察、 公安等部

门为成员的修武县三调联动领导小组， 负责对行

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领导、 政策协调

和综合协调。 各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等部门， 依据自身的权限和性质对社会矛盾纠纷

行使调解职能， 建立健全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 对矛盾纠纷调解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

解释、 指导并提出解决意见， 然后由部门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并将调解结果上报领导小组。 截

至目前， 该县已建立

20

余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由县委政法委协调公、 检、 法、 司、 信访五

部门实行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 诉后调解， 同时

各调解委员会相互联动， 将调解优先贯穿在执法

办案的全过程，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 该县政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 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 避免了一大批社会

矛盾升级， 司法案件调解率在

68%

以上。

平安修武亮点之四：

九项制度调纠纷

修武县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制度、 台账销号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矛盾纠纷分流制度等

9

项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制度， 以制度规范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 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单位、 进村庄、 进社区， 不留空当、 不

留死角。

针对排查出来的社会矛盾， 该县按照 “属地

管理， 分级负责” 和 “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

则， 严格落实 “四定两包” （定领导、 定人员、

定方案、 定期限， 包解决问题、 包案结事了） 工

作措施， 建立台账， 认真化解， 同时针对特殊群

体、 重点人员制订稳控方案， 落实稳控责任人。

与此配套， 该县还制定了 《关于对涉及群众

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 全

县各基层单位根据该意见要求， 在制定政策、 新

上项目时， 先后对

21

起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评估， 其中通过

17

起、 未通过

4

起。 对于

未通过的重大事项， 严格按照规定， 暂停实施，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去年以来， 该县共排查

出

620

起社会矛盾， 现已化解

596

起， 化解率达

96%

。

平安修武亮点之五：

流动人口新机制

为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修武县由公安局

牵头、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参与， 结

合全县实际， 大胆探索出了流动人口管理新机

制。

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中， 修武县大力推进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

重点的相关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努力使

信息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

流动人口管理层次化。 对暂住人口实行三层

次管理 （用人单位、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

措施服务化。 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程序， 提

高办事效率； 全面配备各种便民设施， 发放各类

办事流程明白纸 ， 建立 “警民联系卡 ”， 发布

“友情提示”；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

务等； 建立对流动人口家庭上门访视、 帮扶的定

期联系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 农民工计划

生育便民维权工作机制和措施。

工作机制规范化。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明确规定了暂住人口登记率、 办证率和熟识率，

把各项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实行责、 权、 利相结

合，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平安修武亮点之六：

特殊帮教显成效

一是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 努力减少脱管失

控， 落实了帮教措施和责任制， 严格了回访制

度， 真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及时发

现和解决帮教对象中存在的问题， 将帮教工作做

到实处。

二是重点帮教， 对重点人群实行有针对性的

帮教措施。

三是要求各基层司法所长对刑释解教人员的

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一口清”， 不用看材料就能

牢牢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是积极与企业老板联系， 筹建帮教基地，

力争解决部分帮教对象的就业问题， 同时与民政

部门联系， 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刑释解教人员

纳入低保范围， 维护和保障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

生活权、 健康权等基本人权， 增强特困刑释解教

人员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五是按照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 使用了刑释

解教人员信息管理、 核实软件， 与全国各地看守

所、 监狱等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平台， 每天核实

上报该县新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 杜绝了托管失

控现象的发生， 使全县

237

名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

达到了

100%

， 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3%

以内。

平安修武亮点之七：

挂牌整治职责明

围绕打造平安修武、 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 从群众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 该县对

治安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并从中确定了两个重

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

重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相关单位对整治工

作高度重视， 纷纷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 因地制

宜，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

为确保重点地区的良好治安环境， 修武县还

落实了重点地区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长期性挂牌整治工作机制。 二是开

展分析研判， 结合日常工作加强重点地区整治。

三是由点带面， 形成全县治安状况的良性循环。

平安修武亮点之八：

司法公开增透明

县公、 检、 法机关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加大

办案透明度。 在切实实施一把手接访制度的同

时

,

县政法各部门都聘请了社会监督员。

县检察院利用互联网

QQ

通信平台搭建网上

接访系统， 用于远程接访， 并将每年的

6

月

18

日

和

12

月

10

日定为检察开放日； 县法院实现了所有

生效裁判文书的上网公示， 开通了修武法院网网

站， 并将每年的

5

月

4

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9

日和

12

月

29

日设为法院开放日， 还不定期地组织

大规模的审判开放日活动； 县公安局开展一月一

次的 “两述一评” 活动， 首次举办了拘留所对社

会开放活动； 县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庭和人民法

庭值班电话， 方便群众求助； 选择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民调主任作为办案

点的联络员， 通过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

监督， 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在

2009

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该县继续

完善 “一村 （楼院） 一警” 工作机制， 调整了县

委政法委领导联系点名单， 对个别村分包力量进

行了充实和调整， 制定了

2010

年考评办法。 配合

此项活动， 县法院积极开展爱民进万家大走访活

动， 县公安局深入开展了 “促和谐、 保稳定， 警

民一家亲， 民警大走访” 爱民实践活动。

平安修武亮点之九：

加强监督廉执法

切实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活动的日常监督，

严格执行执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 狠抓案卷评查、

执法巡查、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实， 县

法院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 县公安机关建立了案

件三级把关制度、 一案一测制度、 刑事案件侦查

监督卡制度及行政治安案件办案时效规定等一系

列长效工作机制； 县检察院实行了主办、 主诉检

察官考核、 选拔制度， 积极开展个案预防， 坚决

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发生，

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在第一季度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调查中， 该县再次位列全省第三位、 全

市首位。

平安修武亮点之十：

集中培训强队伍

修武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

示范县。 去年

4

月， 该县结合乡镇综治干部调整

的实际情况， 举办了两天的集中培训。 此外， 修

武县还先后举办了新任人民陪审员法律业务培

训、 重点执法岗位业务知识培训和专职调解员

队伍培训等活动， 并加大专题讲座的力度 。 截

至目前， 修武县已组织干警参加上级安排的业

务培训活动近

200

人次， 举办专题讲座

30

多次。

同时， 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做好警示教育工

作， 主动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在全县开展

了 “争创十佳政法干警” 活动， 对 “纠正执法

问题， 促进公正执法” 活动进行了部署 。 县政

法各部门主动配合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评议

“四员 ” 活动 ， 县法院组织了 “总结赵作海案

件教训大讨论活动 ”， 县司法局对各司法所案

卷进行了自查， 县检察院组织了 “检察职业道

德主题演讲比赛”。

修武县先后荣获

2005~2008 年度全国平

安建设先进县，连续四

年荣获全省平安建设

先进县，连续 6 年荣获

全市平安建设先进县，

并于 2010 年荣获全省

首届中原平安杯、全国

法治县创建活动先进

单位。 2010 年，在全省

公众安全感调查中，安

全感指数位居全省 158

个县市区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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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修武亮点之一：

筑牢基石促稳定

修武县从强化阵地建设入手 ， 整合力量 ，

完善程序， 规范运作， 提高效率， 筑牢了维护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高标准建设乡镇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 对全县

8

个乡镇综治维稳

工作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 目前已有

7

个

中心被焦作市综治办命名为全市示范性综治工

作中心。 二是全方位构建城乡技防网络。 在城

区 ， 投入

700

多万元对县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 ， 安装

102

个高质量监控探头 ，

实现对城区重要部位和交通要道的全面监控 ；

在所有商场、 网吧、 企业、 学校安装了电视监

控设备 ， 在

64

个金融网点全部安装了 “

110

”

联网报警装置， 提升了对复杂场所、 重点行业

的预防 、 处置能力 。 在乡村 ， 安装了 “电子

狗”、 “气死贼”、 “门 （窗） 磁报警器” 等切

合农村实际的小型技防设施， 技防设施入村率

为

100％

、 入户率在

98%

以上 。 三是多层次完善

治安防控阵地 。 先后对

223

个行政村综治办进

行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全县

24

个治安卡

点和

27

个警务室， 并与乡镇专职巡逻队有机结

合， 每天由民警带领专职巡逻队员在辖区内流

动巡逻 ， 各卡点由专职巡逻队员闪警灯值守 ，

形成了流动巡逻和卡点值守动静结合 、 乡村两

级巡逻队双重巡逻的巡防网络。

平安修武亮点之二：

一村一警保平安

去年以来， 该县通过网站投票和入户调查，

对各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在个别县市历来备受争议的公安民警

的执法满意度在该县则连续两次排名第一。

据悉， 该县按照 “五包 ” 机制 ， 实行一村

一警、 一院一警， 从政法部门抽调

286

名干警 ，

分包全县

223

个行政村和

50

个家属楼院的平安

驻守工作 ， 这项工作已经坚持

4

年 。 为深化服

务 ， 他们实行了 “五包 ”， 即包治安防范 、 包

矛盾化解、 包法制宣传、 包为民服务 、 包困难

帮扶。

为确保工作成效， 该县把一村一警工作纳入

年终干警创安工作实绩考评中。 去年以来，

286

名包村干警依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60

起， 其中

解决涉法纠纷

226

起，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1012

件

,

全县各村信访案件下降了

26.6%

、 刑事案件下

降了

36.3%

。

平安修武亮点之三：

三调联动化矛盾

三调联动就是运用行政调解、 人民、 司法三

种手段化解矛盾。 由司法部门牵头， 修武县成立

了由综治、 维稳、 法院、 信访、 检察、 公安等部

门为成员的修武县三调联动领导小组， 负责对行

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领导、 政策协调

和综合协调。 各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等部门， 依据自身的权限和性质对社会矛盾纠纷

行使调解职能， 建立健全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 对矛盾纠纷调解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

解释、 指导并提出解决意见， 然后由部门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并将调解结果上报领导小组。 截

至目前， 该县已建立

20

余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由县委政法委协调公、 检、 法、 司、 信访五

部门实行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 诉后调解， 同时

各调解委员会相互联动， 将调解优先贯穿在执法

办案的全过程，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 该县政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 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 避免了一大批社会

矛盾升级， 司法案件调解率在

68%

以上。

平安修武亮点之四：

九项制度调纠纷

修武县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制度、 台账销号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矛盾纠纷分流制度等

9

项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制度， 以制度规范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 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单位、 进村庄、 进社区， 不留空当、 不

留死角。

针对排查出来的社会矛盾， 该县按照 “属地

管理， 分级负责” 和 “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

则， 严格落实 “四定两包” （定领导、 定人员、

定方案、 定期限， 包解决问题、 包案结事了） 工

作措施， 建立台账， 认真化解， 同时针对特殊群

体、 重点人员制订稳控方案， 落实稳控责任人。

与此配套， 该县还制定了 《关于对涉及群众

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 全

县各基层单位根据该意见要求， 在制定政策、 新

上项目时， 先后对

21

起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评估， 其中通过

17

起、 未通过

4

起。 对于

未通过的重大事项， 严格按照规定， 暂停实施，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去年以来， 该县共排查

出

620

起社会矛盾， 现已化解

596

起， 化解率达

96%

。

平安修武亮点之五：

流动人口新机制

为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修武县由公安局

牵头、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参与， 结

合全县实际， 大胆探索出了流动人口管理新机

制。

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中， 修武县大力推进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

重点的相关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努力使

信息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

流动人口管理层次化。 对暂住人口实行三层

次管理 （用人单位、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

措施服务化。 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程序， 提

高办事效率； 全面配备各种便民设施， 发放各类

办事流程明白纸 ， 建立 “警民联系卡 ”， 发布

“友情提示”；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

务等； 建立对流动人口家庭上门访视、 帮扶的定

期联系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 农民工计划

生育便民维权工作机制和措施。

工作机制规范化。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明确规定了暂住人口登记率、 办证率和熟识率，

把各项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实行责、 权、 利相结

合，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平安修武亮点之六：

特殊帮教显成效

一是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 努力减少脱管失

控， 落实了帮教措施和责任制， 严格了回访制

度， 真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及时发

现和解决帮教对象中存在的问题， 将帮教工作做

到实处。

二是重点帮教， 对重点人群实行有针对性的

帮教措施。

三是要求各基层司法所长对刑释解教人员的

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一口清”， 不用看材料就能

牢牢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是积极与企业老板联系， 筹建帮教基地，

力争解决部分帮教对象的就业问题， 同时与民政

部门联系， 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刑释解教人员

纳入低保范围， 维护和保障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

生活权、 健康权等基本人权， 增强特困刑释解教

人员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五是按照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 使用了刑释

解教人员信息管理、 核实软件， 与全国各地看守

所、 监狱等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平台， 每天核实

上报该县新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 杜绝了托管失

控现象的发生， 使全县

237

名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

达到了

100%

， 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3%

以内。

平安修武亮点之七：

挂牌整治职责明

围绕打造平安修武、 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 从群众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 该县对

治安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并从中确定了两个重

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

重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相关单位对整治工

作高度重视， 纷纷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 因地制

宜，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

为确保重点地区的良好治安环境， 修武县还

落实了重点地区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长期性挂牌整治工作机制。 二是开

展分析研判， 结合日常工作加强重点地区整治。

三是由点带面， 形成全县治安状况的良性循环。

平安修武亮点之八：

司法公开增透明

县公、 检、 法机关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加大

办案透明度。 在切实实施一把手接访制度的同

时

,

县政法各部门都聘请了社会监督员。

县检察院利用互联网

QQ

通信平台搭建网上

接访系统， 用于远程接访， 并将每年的

6

月

18

日

和

12

月

10

日定为检察开放日； 县法院实现了所有

生效裁判文书的上网公示， 开通了修武法院网网

站， 并将每年的

5

月

4

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9

日和

12

月

29

日设为法院开放日， 还不定期地组织

大规模的审判开放日活动； 县公安局开展一月一

次的 “两述一评” 活动， 首次举办了拘留所对社

会开放活动； 县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庭和人民法

庭值班电话， 方便群众求助； 选择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民调主任作为办案

点的联络员， 通过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

监督， 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在

2009

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该县继续

完善 “一村 （楼院） 一警” 工作机制， 调整了县

委政法委领导联系点名单， 对个别村分包力量进

行了充实和调整， 制定了

2010

年考评办法。 配合

此项活动， 县法院积极开展爱民进万家大走访活

动， 县公安局深入开展了 “促和谐、 保稳定， 警

民一家亲， 民警大走访” 爱民实践活动。

平安修武亮点之九：

加强监督廉执法

切实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活动的日常监督，

严格执行执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 狠抓案卷评查、

执法巡查、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实， 县

法院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 县公安机关建立了案

件三级把关制度、 一案一测制度、 刑事案件侦查

监督卡制度及行政治安案件办案时效规定等一系

列长效工作机制； 县检察院实行了主办、 主诉检

察官考核、 选拔制度， 积极开展个案预防， 坚决

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发生，

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在第一季度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调查中， 该县再次位列全省第三位、 全

市首位。

平安修武亮点之十：

集中培训强队伍

修武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

示范县。 去年

4

月， 该县结合乡镇综治干部调整

的实际情况， 举办了两天的集中培训。 此外， 修

武县还先后举办了新任人民陪审员法律业务培

训、 重点执法岗位业务知识培训和专职调解员

队伍培训等活动， 并加大专题讲座的力度 。 截

至目前， 修武县已组织干警参加上级安排的业

务培训活动近

200

人次， 举办专题讲座

30

多次。

同时， 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做好警示教育工

作， 主动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在全县开展

了 “争创十佳政法干警” 活动， 对 “纠正执法

问题， 促进公正执法” 活动进行了部署 。 县政

法各部门主动配合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评议

“四员 ” 活动 ， 县法院组织了 “总结赵作海案

件教训大讨论活动 ”， 县司法局对各司法所案

卷进行了自查， 县检察院组织了 “检察职业道

德主题演讲比赛”。

修武县委书记迟军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上发言

修武县委副书记、县长常鸿（右一）考察平安校园创建工作

县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定期督察指导

村村有监控，处处保平安

普法宣传暖民心

下访居民化纠纷

24

小时治安巡逻

卡点布控织就安全防护网

高科技的数字化监控平台

英姿飒爽，整装待发

平安修武亮点之一：

筑牢基石促稳定

修武县从强化阵地建设入手 ， 整合力量 ，

完善程序， 规范运作， 提高效率， 筑牢了维护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高标准建设乡镇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 对全县

8

个乡镇综治维稳

工作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 目前已有

7

个

中心被焦作市综治办命名为全市示范性综治工

作中心。 二是全方位构建城乡技防网络。 在城

区 ， 投入

700

多万元对县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 ， 安装

102

个高质量监控探头 ，

实现对城区重要部位和交通要道的全面监控 ；

在所有商场、 网吧、 企业、 学校安装了电视监

控设备 ， 在

64

个金融网点全部安装了 “

110

”

联网报警装置， 提升了对复杂场所、 重点行业

的预防 、 处置能力 。 在乡村 ， 安装了 “电子

狗”、 “气死贼”、 “门 （窗） 磁报警器” 等切

合农村实际的小型技防设施， 技防设施入村率

为

100％

、 入户率在

98%

以上 。 三是多层次完善

治安防控阵地 。 先后对

223

个行政村综治办进

行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全县

24

个治安卡

点和

27

个警务室， 并与乡镇专职巡逻队有机结

合， 每天由民警带领专职巡逻队员在辖区内流

动巡逻 ， 各卡点由专职巡逻队员闪警灯值守 ，

形成了流动巡逻和卡点值守动静结合 、 乡村两

级巡逻队双重巡逻的巡防网络。

平安修武亮点之二：

一村一警保平安

去年以来， 该县通过网站投票和入户调查，

对各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在个别县市历来备受争议的公安民警

的执法满意度在该县则连续两次排名第一。

据悉， 该县按照 “五包 ” 机制 ， 实行一村

一警、 一院一警， 从政法部门抽调

286

名干警 ，

分包全县

223

个行政村和

50

个家属楼院的平安

驻守工作 ， 这项工作已经坚持

4

年 。 为深化服

务 ， 他们实行了 “五包 ”， 即包治安防范 、 包

矛盾化解、 包法制宣传、 包为民服务 、 包困难

帮扶。

为确保工作成效， 该县把一村一警工作纳入

年终干警创安工作实绩考评中。 去年以来，

286

名包村干警依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60

起， 其中

解决涉法纠纷

226

起，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1012

件

,

全县各村信访案件下降了

26.6%

、 刑事案件下

降了

36.3%

。

平安修武亮点之三：

三调联动化矛盾

三调联动就是运用行政调解、 人民、 司法三

种手段化解矛盾。 由司法部门牵头， 修武县成立

了由综治、 维稳、 法院、 信访、 检察、 公安等部

门为成员的修武县三调联动领导小组， 负责对行

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领导、 政策协调

和综合协调。 各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等部门， 依据自身的权限和性质对社会矛盾纠纷

行使调解职能， 建立健全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 对矛盾纠纷调解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

解释、 指导并提出解决意见， 然后由部门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并将调解结果上报领导小组。 截

至目前， 该县已建立

20

余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由县委政法委协调公、 检、 法、 司、 信访五

部门实行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 诉后调解， 同时

各调解委员会相互联动， 将调解优先贯穿在执法

办案的全过程，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 该县政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 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 避免了一大批社会

矛盾升级， 司法案件调解率在

68%

以上。

平安修武亮点之四：

九项制度调纠纷

修武县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制度、 台账销号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矛盾纠纷分流制度等

9

项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制度， 以制度规范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 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单位、 进村庄、 进社区， 不留空当、 不

留死角。

针对排查出来的社会矛盾， 该县按照 “属地

管理， 分级负责” 和 “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

则， 严格落实 “四定两包” （定领导、 定人员、

定方案、 定期限， 包解决问题、 包案结事了） 工

作措施， 建立台账， 认真化解， 同时针对特殊群

体、 重点人员制订稳控方案， 落实稳控责任人。

与此配套， 该县还制定了 《关于对涉及群众

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 全

县各基层单位根据该意见要求， 在制定政策、 新

上项目时， 先后对

21

起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评估， 其中通过

17

起、 未通过

4

起。 对于

未通过的重大事项， 严格按照规定， 暂停实施，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去年以来， 该县共排查

出

620

起社会矛盾， 现已化解

596

起， 化解率达

96%

。

平安修武亮点之五：

流动人口新机制

为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修武县由公安局

牵头、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参与， 结

合全县实际， 大胆探索出了流动人口管理新机

制。

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中， 修武县大力推进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

重点的相关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努力使

信息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

流动人口管理层次化。 对暂住人口实行三层

次管理 （用人单位、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

措施服务化。 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程序， 提

高办事效率； 全面配备各种便民设施， 发放各类

办事流程明白纸 ， 建立 “警民联系卡 ”， 发布

“友情提示”；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

务等； 建立对流动人口家庭上门访视、 帮扶的定

期联系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 农民工计划

生育便民维权工作机制和措施。

工作机制规范化。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明确规定了暂住人口登记率、 办证率和熟识率，

把各项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实行责、 权、 利相结

合，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平安修武亮点之六：

特殊帮教显成效

一是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 努力减少脱管失

控， 落实了帮教措施和责任制， 严格了回访制

度， 真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及时发

现和解决帮教对象中存在的问题， 将帮教工作做

到实处。

二是重点帮教， 对重点人群实行有针对性的

帮教措施。

三是要求各基层司法所长对刑释解教人员的

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一口清”， 不用看材料就能

牢牢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是积极与企业老板联系， 筹建帮教基地，

力争解决部分帮教对象的就业问题， 同时与民政

部门联系， 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刑释解教人员

纳入低保范围， 维护和保障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

生活权、 健康权等基本人权， 增强特困刑释解教

人员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五是按照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 使用了刑释

解教人员信息管理、 核实软件， 与全国各地看守

所、 监狱等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平台， 每天核实

上报该县新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 杜绝了托管失

控现象的发生， 使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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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

达到了

100%

， 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3%

以内。

平安修武亮点之七：

挂牌整治职责明

围绕打造平安修武、 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 从群众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 该县对

治安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并从中确定了两个重

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

重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相关单位对整治工

作高度重视， 纷纷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 因地制

宜，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

为确保重点地区的良好治安环境， 修武县还

落实了重点地区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长期性挂牌整治工作机制。 二是开

展分析研判， 结合日常工作加强重点地区整治。

三是由点带面， 形成全县治安状况的良性循环。

平安修武亮点之八：

司法公开增透明

县公、 检、 法机关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加大

办案透明度。 在切实实施一把手接访制度的同

时

,

县政法各部门都聘请了社会监督员。

县检察院利用互联网

QQ

通信平台搭建网上

接访系统， 用于远程接访， 并将每年的

6

月

18

日

和

12

月

10

日定为检察开放日； 县法院实现了所有

生效裁判文书的上网公示， 开通了修武法院网网

站， 并将每年的

5

月

4

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9

日和

12

月

29

日设为法院开放日， 还不定期地组织

大规模的审判开放日活动； 县公安局开展一月一

次的 “两述一评” 活动， 首次举办了拘留所对社

会开放活动； 县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庭和人民法

庭值班电话， 方便群众求助； 选择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民调主任作为办案

点的联络员， 通过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

监督， 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在

2009

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该县继续

完善 “一村 （楼院） 一警” 工作机制， 调整了县

委政法委领导联系点名单， 对个别村分包力量进

行了充实和调整， 制定了

2010

年考评办法。 配合

此项活动， 县法院积极开展爱民进万家大走访活

动， 县公安局深入开展了 “促和谐、 保稳定， 警

民一家亲， 民警大走访” 爱民实践活动。

平安修武亮点之九：

加强监督廉执法

切实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活动的日常监督，

严格执行执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 狠抓案卷评查、

执法巡查、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实， 县

法院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 县公安机关建立了案

件三级把关制度、 一案一测制度、 刑事案件侦查

监督卡制度及行政治安案件办案时效规定等一系

列长效工作机制； 县检察院实行了主办、 主诉检

察官考核、 选拔制度， 积极开展个案预防， 坚决

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发生，

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在第一季度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调查中， 该县再次位列全省第三位、 全

市首位。

平安修武亮点之十：

集中培训强队伍

修武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

示范县。 去年

4

月， 该县结合乡镇综治干部调整

的实际情况， 举办了两天的集中培训。 此外， 修

武县还先后举办了新任人民陪审员法律业务培

训、 重点执法岗位业务知识培训和专职调解员

队伍培训等活动， 并加大专题讲座的力度 。 截

至目前， 修武县已组织干警参加上级安排的业

务培训活动近

200

人次， 举办专题讲座

30

多次。

同时， 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做好警示教育工

作， 主动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在全县开展

了 “争创十佳政法干警” 活动， 对 “纠正执法

问题， 促进公正执法” 活动进行了部署 。 县政

法各部门主动配合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评议

“四员 ” 活动 ， 县法院组织了 “总结赵作海案

件教训大讨论活动 ”， 县司法局对各司法所案

卷进行了自查， 县检察院组织了 “检察职业道

德主题演讲比赛”。

平安修武亮点之一：

筑牢基石促稳定

修武县从强化阵地建设入手 ， 整合力量 ，

完善程序， 规范运作， 提高效率， 筑牢了维护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高标准建设乡镇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 对全县

8

个乡镇综治维稳

工作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 目前已有

7

个

中心被焦作市综治办命名为全市示范性综治工

作中心。 二是全方位构建城乡技防网络。 在城

区 ， 投入

700

多万元对县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 ， 安装

102

个高质量监控探头 ，

实现对城区重要部位和交通要道的全面监控 ；

在所有商场、 网吧、 企业、 学校安装了电视监

控设备 ， 在

64

个金融网点全部安装了 “

110

”

联网报警装置， 提升了对复杂场所、 重点行业

的预防 、 处置能力 。 在乡村 ， 安装了 “电子

狗”、 “气死贼”、 “门 （窗） 磁报警器” 等切

合农村实际的小型技防设施， 技防设施入村率

为

100％

、 入户率在

98%

以上 。 三是多层次完善

治安防控阵地 。 先后对

223

个行政村综治办进

行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全县

24

个治安卡

点和

27

个警务室， 并与乡镇专职巡逻队有机结

合， 每天由民警带领专职巡逻队员在辖区内流

动巡逻 ， 各卡点由专职巡逻队员闪警灯值守 ，

形成了流动巡逻和卡点值守动静结合 、 乡村两

级巡逻队双重巡逻的巡防网络。

平安修武亮点之二：

一村一警保平安

去年以来， 该县通过网站投票和入户调查，

对各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在个别县市历来备受争议的公安民警

的执法满意度在该县则连续两次排名第一。

据悉， 该县按照 “五包 ” 机制 ， 实行一村

一警、 一院一警， 从政法部门抽调

286

名干警 ，

分包全县

223

个行政村和

50

个家属楼院的平安

驻守工作 ， 这项工作已经坚持

4

年 。 为深化服

务 ， 他们实行了 “五包 ”， 即包治安防范 、 包

矛盾化解、 包法制宣传、 包为民服务 、 包困难

帮扶。

为确保工作成效， 该县把一村一警工作纳入

年终干警创安工作实绩考评中。 去年以来，

286

名包村干警依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60

起， 其中

解决涉法纠纷

226

起，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1012

件

,

全县各村信访案件下降了

26.6%

、 刑事案件下

降了

36.3%

。

平安修武亮点之三：

三调联动化矛盾

三调联动就是运用行政调解、 人民、 司法三

种手段化解矛盾。 由司法部门牵头， 修武县成立

了由综治、 维稳、 法院、 信访、 检察、 公安等部

门为成员的修武县三调联动领导小组， 负责对行

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领导、 政策协调

和综合协调。 各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等部门， 依据自身的权限和性质对社会矛盾纠纷

行使调解职能， 建立健全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 对矛盾纠纷调解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

解释、 指导并提出解决意见， 然后由部门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并将调解结果上报领导小组。 截

至目前， 该县已建立

20

余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由县委政法委协调公、 检、 法、 司、 信访五

部门实行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 诉后调解， 同时

各调解委员会相互联动， 将调解优先贯穿在执法

办案的全过程，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 该县政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 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 避免了一大批社会

矛盾升级， 司法案件调解率在

68%

以上。

平安修武亮点之四：

九项制度调纠纷

修武县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制度、 台账销号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矛盾纠纷分流制度等

9

项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制度， 以制度规范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 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单位、 进村庄、 进社区， 不留空当、 不

留死角。

针对排查出来的社会矛盾， 该县按照 “属地

管理， 分级负责” 和 “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

则， 严格落实 “四定两包” （定领导、 定人员、

定方案、 定期限， 包解决问题、 包案结事了） 工

作措施， 建立台账， 认真化解， 同时针对特殊群

体、 重点人员制订稳控方案， 落实稳控责任人。

与此配套， 该县还制定了 《关于对涉及群众

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 全

县各基层单位根据该意见要求， 在制定政策、 新

上项目时， 先后对

21

起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评估， 其中通过

17

起、 未通过

4

起。 对于

未通过的重大事项， 严格按照规定， 暂停实施，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去年以来， 该县共排查

出

620

起社会矛盾， 现已化解

596

起， 化解率达

96%

。

平安修武亮点之五：

流动人口新机制

为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修武县由公安局

牵头、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参与， 结

合全县实际， 大胆探索出了流动人口管理新机

制。

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中， 修武县大力推进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

重点的相关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努力使

信息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

流动人口管理层次化。 对暂住人口实行三层

次管理 （用人单位、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

措施服务化。 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程序， 提

高办事效率； 全面配备各种便民设施， 发放各类

办事流程明白纸 ， 建立 “警民联系卡 ”， 发布

“友情提示”；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

务等； 建立对流动人口家庭上门访视、 帮扶的定

期联系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 农民工计划

生育便民维权工作机制和措施。

工作机制规范化。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明确规定了暂住人口登记率、 办证率和熟识率，

把各项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实行责、 权、 利相结

合，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平安修武亮点之六：

特殊帮教显成效

一是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 努力减少脱管失

控， 落实了帮教措施和责任制， 严格了回访制

度， 真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及时发

现和解决帮教对象中存在的问题， 将帮教工作做

到实处。

二是重点帮教， 对重点人群实行有针对性的

帮教措施。

三是要求各基层司法所长对刑释解教人员的

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一口清”， 不用看材料就能

牢牢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是积极与企业老板联系， 筹建帮教基地，

力争解决部分帮教对象的就业问题， 同时与民政

部门联系， 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刑释解教人员

纳入低保范围， 维护和保障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

生活权、 健康权等基本人权， 增强特困刑释解教

人员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五是按照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 使用了刑释

解教人员信息管理、 核实软件， 与全国各地看守

所、 监狱等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平台， 每天核实

上报该县新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 杜绝了托管失

控现象的发生， 使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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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

达到了

100%

， 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3%

以内。

平安修武亮点之七：

挂牌整治职责明

围绕打造平安修武、 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 从群众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 该县对

治安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并从中确定了两个重

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

重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相关单位对整治工

作高度重视， 纷纷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 因地制

宜，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

为确保重点地区的良好治安环境， 修武县还

落实了重点地区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长期性挂牌整治工作机制。 二是开

展分析研判， 结合日常工作加强重点地区整治。

三是由点带面， 形成全县治安状况的良性循环。

平安修武亮点之八：

司法公开增透明

县公、 检、 法机关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加大

办案透明度。 在切实实施一把手接访制度的同

时

,

县政法各部门都聘请了社会监督员。

县检察院利用互联网

QQ

通信平台搭建网上

接访系统， 用于远程接访， 并将每年的

6

月

18

日

和

12

月

10

日定为检察开放日； 县法院实现了所有

生效裁判文书的上网公示， 开通了修武法院网网

站， 并将每年的

5

月

4

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9

日和

12

月

29

日设为法院开放日， 还不定期地组织

大规模的审判开放日活动； 县公安局开展一月一

次的 “两述一评” 活动， 首次举办了拘留所对社

会开放活动； 县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庭和人民法

庭值班电话， 方便群众求助； 选择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民调主任作为办案

点的联络员， 通过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

监督， 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在

2009

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该县继续

完善 “一村 （楼院） 一警” 工作机制， 调整了县

委政法委领导联系点名单， 对个别村分包力量进

行了充实和调整， 制定了

2010

年考评办法。 配合

此项活动， 县法院积极开展爱民进万家大走访活

动， 县公安局深入开展了 “促和谐、 保稳定， 警

民一家亲， 民警大走访” 爱民实践活动。

平安修武亮点之九：

加强监督廉执法

切实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活动的日常监督，

严格执行执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 狠抓案卷评查、

执法巡查、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实， 县

法院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 县公安机关建立了案

件三级把关制度、 一案一测制度、 刑事案件侦查

监督卡制度及行政治安案件办案时效规定等一系

列长效工作机制； 县检察院实行了主办、 主诉检

察官考核、 选拔制度， 积极开展个案预防， 坚决

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发生，

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在第一季度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调查中， 该县再次位列全省第三位、 全

市首位。

平安修武亮点之十：

集中培训强队伍

修武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

示范县。 去年

4

月， 该县结合乡镇综治干部调整

的实际情况， 举办了两天的集中培训。 此外， 修

武县还先后举办了新任人民陪审员法律业务培

训、 重点执法岗位业务知识培训和专职调解员

队伍培训等活动， 并加大专题讲座的力度 。 截

至目前， 修武县已组织干警参加上级安排的业

务培训活动近

200

人次， 举办专题讲座

30

多次。

同时， 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做好警示教育工

作， 主动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在全县开展

了 “争创十佳政法干警” 活动， 对 “纠正执法

问题， 促进公正执法” 活动进行了部署 。 县政

法各部门主动配合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评议

“四员 ” 活动 ， 县法院组织了 “总结赵作海案

件教训大讨论活动 ”， 县司法局对各司法所案

卷进行了自查， 县检察院组织了 “检察职业道

德主题演讲比赛”。

平安修武亮点之一：

筑牢基石促稳定

修武县从强化阵地建设入手 ， 整合力量 ，

完善程序， 规范运作， 提高效率， 筑牢了维护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高标准建设乡镇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 对全县

8

个乡镇综治维稳

工作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 目前已有

7

个

中心被焦作市综治办命名为全市示范性综治工

作中心。 二是全方位构建城乡技防网络。 在城

区 ， 投入

700

多万元对县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 ， 安装

102

个高质量监控探头 ，

实现对城区重要部位和交通要道的全面监控 ；

在所有商场、 网吧、 企业、 学校安装了电视监

控设备 ， 在

64

个金融网点全部安装了 “

110

”

联网报警装置， 提升了对复杂场所、 重点行业

的预防 、 处置能力 。 在乡村 ， 安装了 “电子

狗”、 “气死贼”、 “门 （窗） 磁报警器” 等切

合农村实际的小型技防设施， 技防设施入村率

为

100％

、 入户率在

98%

以上 。 三是多层次完善

治安防控阵地 。 先后对

223

个行政村综治办进

行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全县

24

个治安卡

点和

27

个警务室， 并与乡镇专职巡逻队有机结

合， 每天由民警带领专职巡逻队员在辖区内流

动巡逻 ， 各卡点由专职巡逻队员闪警灯值守 ，

形成了流动巡逻和卡点值守动静结合 、 乡村两

级巡逻队双重巡逻的巡防网络。

平安修武亮点之二：

一村一警保平安

去年以来， 该县通过网站投票和入户调查，

对各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在个别县市历来备受争议的公安民警

的执法满意度在该县则连续两次排名第一。

据悉， 该县按照 “五包 ” 机制 ， 实行一村

一警、 一院一警， 从政法部门抽调

286

名干警 ，

分包全县

223

个行政村和

50

个家属楼院的平安

驻守工作 ， 这项工作已经坚持

4

年 。 为深化服

务 ， 他们实行了 “五包 ”， 即包治安防范 、 包

矛盾化解、 包法制宣传、 包为民服务 、 包困难

帮扶。

为确保工作成效， 该县把一村一警工作纳入

年终干警创安工作实绩考评中。 去年以来，

286

名包村干警依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60

起， 其中

解决涉法纠纷

226

起，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1012

件

,

全县各村信访案件下降了

26.6%

、 刑事案件下

降了

36.3%

。

平安修武亮点之三：

三调联动化矛盾

三调联动就是运用行政调解、 人民、 司法三

种手段化解矛盾。 由司法部门牵头， 修武县成立

了由综治、 维稳、 法院、 信访、 检察、 公安等部

门为成员的修武县三调联动领导小组， 负责对行

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领导、 政策协调

和综合协调。 各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等部门， 依据自身的权限和性质对社会矛盾纠纷

行使调解职能， 建立健全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 对矛盾纠纷调解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

解释、 指导并提出解决意见， 然后由部门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并将调解结果上报领导小组。 截

至目前， 该县已建立

20

余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由县委政法委协调公、 检、 法、 司、 信访五

部门实行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 诉后调解， 同时

各调解委员会相互联动， 将调解优先贯穿在执法

办案的全过程，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 该县政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 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 避免了一大批社会

矛盾升级， 司法案件调解率在

68%

以上。

平安修武亮点之四：

九项制度调纠纷

修武县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制度、 台账销号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矛盾纠纷分流制度等

9

项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制度， 以制度规范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 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单位、 进村庄、 进社区， 不留空当、 不

留死角。

针对排查出来的社会矛盾， 该县按照 “属地

管理， 分级负责” 和 “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

则， 严格落实 “四定两包” （定领导、 定人员、

定方案、 定期限， 包解决问题、 包案结事了） 工

作措施， 建立台账， 认真化解， 同时针对特殊群

体、 重点人员制订稳控方案， 落实稳控责任人。

与此配套， 该县还制定了 《关于对涉及群众

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 全

县各基层单位根据该意见要求， 在制定政策、 新

上项目时， 先后对

21

起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评估， 其中通过

17

起、 未通过

4

起。 对于

未通过的重大事项， 严格按照规定， 暂停实施，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去年以来， 该县共排查

出

620

起社会矛盾， 现已化解

596

起， 化解率达

96%

。

平安修武亮点之五：

流动人口新机制

为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修武县由公安局

牵头、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参与， 结

合全县实际， 大胆探索出了流动人口管理新机

制。

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中， 修武县大力推进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

重点的相关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努力使

信息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

流动人口管理层次化。 对暂住人口实行三层

次管理 （用人单位、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

措施服务化。 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程序， 提

高办事效率； 全面配备各种便民设施， 发放各类

办事流程明白纸 ， 建立 “警民联系卡 ”， 发布

“友情提示”；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

务等； 建立对流动人口家庭上门访视、 帮扶的定

期联系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 农民工计划

生育便民维权工作机制和措施。

工作机制规范化。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明确规定了暂住人口登记率、 办证率和熟识率，

把各项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实行责、 权、 利相结

合，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平安修武亮点之六：

特殊帮教显成效

一是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 努力减少脱管失

控， 落实了帮教措施和责任制， 严格了回访制

度， 真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及时发

现和解决帮教对象中存在的问题， 将帮教工作做

到实处。

二是重点帮教， 对重点人群实行有针对性的

帮教措施。

三是要求各基层司法所长对刑释解教人员的

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一口清”， 不用看材料就能

牢牢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是积极与企业老板联系， 筹建帮教基地，

力争解决部分帮教对象的就业问题， 同时与民政

部门联系， 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刑释解教人员

纳入低保范围， 维护和保障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

生活权、 健康权等基本人权， 增强特困刑释解教

人员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五是按照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 使用了刑释

解教人员信息管理、 核实软件， 与全国各地看守

所、 监狱等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平台， 每天核实

上报该县新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 杜绝了托管失

控现象的发生， 使全县

237

名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

达到了

100%

， 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3%

以内。

平安修武亮点之七：

挂牌整治职责明

围绕打造平安修武、 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 从群众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 该县对

治安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并从中确定了两个重

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

重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相关单位对整治工

作高度重视， 纷纷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 因地制

宜，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

为确保重点地区的良好治安环境， 修武县还

落实了重点地区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长期性挂牌整治工作机制。 二是开

展分析研判， 结合日常工作加强重点地区整治。

三是由点带面， 形成全县治安状况的良性循环。

平安修武亮点之八：

司法公开增透明

县公、 检、 法机关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加大

办案透明度。 在切实实施一把手接访制度的同

时

,

县政法各部门都聘请了社会监督员。

县检察院利用互联网

QQ

通信平台搭建网上

接访系统， 用于远程接访， 并将每年的

6

月

18

日

和

12

月

10

日定为检察开放日； 县法院实现了所有

生效裁判文书的上网公示， 开通了修武法院网网

站， 并将每年的

5

月

4

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9

日和

12

月

29

日设为法院开放日， 还不定期地组织

大规模的审判开放日活动； 县公安局开展一月一

次的 “两述一评” 活动， 首次举办了拘留所对社

会开放活动； 县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庭和人民法

庭值班电话， 方便群众求助； 选择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民调主任作为办案

点的联络员， 通过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

监督， 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在

2009

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该县继续

完善 “一村 （楼院） 一警” 工作机制， 调整了县

委政法委领导联系点名单， 对个别村分包力量进

行了充实和调整， 制定了

2010

年考评办法。 配合

此项活动， 县法院积极开展爱民进万家大走访活

动， 县公安局深入开展了 “促和谐、 保稳定， 警

民一家亲， 民警大走访” 爱民实践活动。

平安修武亮点之九：

加强监督廉执法

切实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活动的日常监督，

严格执行执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 狠抓案卷评查、

执法巡查、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实， 县

法院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 县公安机关建立了案

件三级把关制度、 一案一测制度、 刑事案件侦查

监督卡制度及行政治安案件办案时效规定等一系

列长效工作机制； 县检察院实行了主办、 主诉检

察官考核、 选拔制度， 积极开展个案预防， 坚决

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发生，

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在第一季度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调查中， 该县再次位列全省第三位、 全

市首位。

平安修武亮点之十：

集中培训强队伍

修武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

示范县。 去年

4

月， 该县结合乡镇综治干部调整

的实际情况， 举办了两天的集中培训。 此外， 修

武县还先后举办了新任人民陪审员法律业务培

训、 重点执法岗位业务知识培训和专职调解员

队伍培训等活动， 并加大专题讲座的力度 。 截

至目前， 修武县已组织干警参加上级安排的业

务培训活动近

200

人次， 举办专题讲座

30

多次。

同时， 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做好警示教育工

作， 主动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在全县开展

了 “争创十佳政法干警” 活动， 对 “纠正执法

问题， 促进公正执法” 活动进行了部署 。 县政

法各部门主动配合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评议

“四员 ” 活动 ， 县法院组织了 “总结赵作海案

件教训大讨论活动 ”， 县司法局对各司法所案

卷进行了自查， 县检察院组织了 “检察职业道

德主题演讲比赛”。

平安修武亮点之一：

筑牢基石促稳定

修武县从强化阵地建设入手 ， 整合力量 ，

完善程序， 规范运作， 提高效率， 筑牢了维护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高标准建设乡镇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 对全县

8

个乡镇综治维稳

工作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 目前已有

7

个

中心被焦作市综治办命名为全市示范性综治工

作中心。 二是全方位构建城乡技防网络。 在城

区 ， 投入

700

多万元对县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 ， 安装

102

个高质量监控探头 ，

实现对城区重要部位和交通要道的全面监控 ；

在所有商场、 网吧、 企业、 学校安装了电视监

控设备 ， 在

64

个金融网点全部安装了 “

110

”

联网报警装置， 提升了对复杂场所、 重点行业

的预防 、 处置能力 。 在乡村 ， 安装了 “电子

狗”、 “气死贼”、 “门 （窗） 磁报警器” 等切

合农村实际的小型技防设施， 技防设施入村率

为

100％

、 入户率在

98%

以上 。 三是多层次完善

治安防控阵地 。 先后对

223

个行政村综治办进

行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全县

24

个治安卡

点和

27

个警务室， 并与乡镇专职巡逻队有机结

合， 每天由民警带领专职巡逻队员在辖区内流

动巡逻 ， 各卡点由专职巡逻队员闪警灯值守 ，

形成了流动巡逻和卡点值守动静结合 、 乡村两

级巡逻队双重巡逻的巡防网络。

平安修武亮点之二：

一村一警保平安

去年以来， 该县通过网站投票和入户调查，

对各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在个别县市历来备受争议的公安民警

的执法满意度在该县则连续两次排名第一。

据悉， 该县按照 “五包 ” 机制 ， 实行一村

一警、 一院一警， 从政法部门抽调

286

名干警 ，

分包全县

223

个行政村和

50

个家属楼院的平安

驻守工作 ， 这项工作已经坚持

4

年 。 为深化服

务 ， 他们实行了 “五包 ”， 即包治安防范 、 包

矛盾化解、 包法制宣传、 包为民服务 、 包困难

帮扶。

为确保工作成效， 该县把一村一警工作纳入

年终干警创安工作实绩考评中。 去年以来，

286

名包村干警依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60

起， 其中

解决涉法纠纷

226

起，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1012

件

,

全县各村信访案件下降了

26.6%

、 刑事案件下

降了

36.3%

。

平安修武亮点之三：

三调联动化矛盾

三调联动就是运用行政调解、 人民、 司法三

种手段化解矛盾。 由司法部门牵头， 修武县成立

了由综治、 维稳、 法院、 信访、 检察、 公安等部

门为成员的修武县三调联动领导小组， 负责对行

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领导、 政策协调

和综合协调。 各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等部门， 依据自身的权限和性质对社会矛盾纠纷

行使调解职能， 建立健全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 对矛盾纠纷调解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

解释、 指导并提出解决意见， 然后由部门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并将调解结果上报领导小组。 截

至目前， 该县已建立

20

余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由县委政法委协调公、 检、 法、 司、 信访五

部门实行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 诉后调解， 同时

各调解委员会相互联动， 将调解优先贯穿在执法

办案的全过程，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 该县政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 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 避免了一大批社会

矛盾升级， 司法案件调解率在

68%

以上。

平安修武亮点之四：

九项制度调纠纷

修武县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制度、 台账销号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矛盾纠纷分流制度等

9

项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制度， 以制度规范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 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单位、 进村庄、 进社区， 不留空当、 不

留死角。

针对排查出来的社会矛盾， 该县按照 “属地

管理， 分级负责” 和 “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

则， 严格落实 “四定两包” （定领导、 定人员、

定方案、 定期限， 包解决问题、 包案结事了） 工

作措施， 建立台账， 认真化解， 同时针对特殊群

体、 重点人员制订稳控方案， 落实稳控责任人。

与此配套， 该县还制定了 《关于对涉及群众

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 全

县各基层单位根据该意见要求， 在制定政策、 新

上项目时， 先后对

21

起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评估， 其中通过

17

起、 未通过

4

起。 对于

未通过的重大事项， 严格按照规定， 暂停实施，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去年以来， 该县共排查

出

620

起社会矛盾， 现已化解

596

起， 化解率达

96%

。

平安修武亮点之五：

流动人口新机制

为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修武县由公安局

牵头、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参与， 结

合全县实际， 大胆探索出了流动人口管理新机

制。

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中， 修武县大力推进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

重点的相关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努力使

信息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

流动人口管理层次化。 对暂住人口实行三层

次管理 （用人单位、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

措施服务化。 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程序， 提

高办事效率； 全面配备各种便民设施， 发放各类

办事流程明白纸 ， 建立 “警民联系卡 ”， 发布

“友情提示”；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

务等； 建立对流动人口家庭上门访视、 帮扶的定

期联系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 农民工计划

生育便民维权工作机制和措施。

工作机制规范化。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明确规定了暂住人口登记率、 办证率和熟识率，

把各项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实行责、 权、 利相结

合，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平安修武亮点之六：

特殊帮教显成效

一是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 努力减少脱管失

控， 落实了帮教措施和责任制， 严格了回访制

度， 真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及时发

现和解决帮教对象中存在的问题， 将帮教工作做

到实处。

二是重点帮教， 对重点人群实行有针对性的

帮教措施。

三是要求各基层司法所长对刑释解教人员的

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一口清”， 不用看材料就能

牢牢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是积极与企业老板联系， 筹建帮教基地，

力争解决部分帮教对象的就业问题， 同时与民政

部门联系， 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刑释解教人员

纳入低保范围， 维护和保障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

生活权、 健康权等基本人权， 增强特困刑释解教

人员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五是按照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 使用了刑释

解教人员信息管理、 核实软件， 与全国各地看守

所、 监狱等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平台， 每天核实

上报该县新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 杜绝了托管失

控现象的发生， 使全县

237

名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

达到了

100%

， 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3%

以内。

平安修武亮点之七：

挂牌整治职责明

围绕打造平安修武、 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 从群众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 该县对

治安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并从中确定了两个重

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

重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相关单位对整治工

作高度重视， 纷纷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 因地制

宜，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

为确保重点地区的良好治安环境， 修武县还

落实了重点地区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长期性挂牌整治工作机制。 二是开

展分析研判， 结合日常工作加强重点地区整治。

三是由点带面， 形成全县治安状况的良性循环。

平安修武亮点之八：

司法公开增透明

县公、 检、 法机关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加大

办案透明度。 在切实实施一把手接访制度的同

时

,

县政法各部门都聘请了社会监督员。

县检察院利用互联网

QQ

通信平台搭建网上

接访系统， 用于远程接访， 并将每年的

6

月

18

日

和

12

月

10

日定为检察开放日； 县法院实现了所有

生效裁判文书的上网公示， 开通了修武法院网网

站， 并将每年的

5

月

4

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9

日和

12

月

29

日设为法院开放日， 还不定期地组织

大规模的审判开放日活动； 县公安局开展一月一

次的 “两述一评” 活动， 首次举办了拘留所对社

会开放活动； 县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庭和人民法

庭值班电话， 方便群众求助； 选择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民调主任作为办案

点的联络员， 通过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

监督， 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在

2009

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该县继续

完善 “一村 （楼院） 一警” 工作机制， 调整了县

委政法委领导联系点名单， 对个别村分包力量进

行了充实和调整， 制定了

2010

年考评办法。 配合

此项活动， 县法院积极开展爱民进万家大走访活

动， 县公安局深入开展了 “促和谐、 保稳定， 警

民一家亲， 民警大走访” 爱民实践活动。

平安修武亮点之九：

加强监督廉执法

切实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活动的日常监督，

严格执行执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 狠抓案卷评查、

执法巡查、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实， 县

法院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 县公安机关建立了案

件三级把关制度、 一案一测制度、 刑事案件侦查

监督卡制度及行政治安案件办案时效规定等一系

列长效工作机制； 县检察院实行了主办、 主诉检

察官考核、 选拔制度， 积极开展个案预防， 坚决

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发生，

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在第一季度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调查中， 该县再次位列全省第三位、 全

市首位。

平安修武亮点之十：

集中培训强队伍

修武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

示范县。 去年

4

月， 该县结合乡镇综治干部调整

的实际情况， 举办了两天的集中培训。 此外， 修

武县还先后举办了新任人民陪审员法律业务培

训、 重点执法岗位业务知识培训和专职调解员

队伍培训等活动， 并加大专题讲座的力度 。 截

至目前， 修武县已组织干警参加上级安排的业

务培训活动近

200

人次， 举办专题讲座

30

多次。

同时， 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做好警示教育工

作， 主动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在全县开展

了 “争创十佳政法干警” 活动， 对 “纠正执法

问题， 促进公正执法” 活动进行了部署 。 县政

法各部门主动配合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评议

“四员 ” 活动 ， 县法院组织了 “总结赵作海案

件教训大讨论活动 ”， 县司法局对各司法所案

卷进行了自查， 县检察院组织了 “检察职业道

德主题演讲比赛”。

平安修武亮点之一：

筑牢基石促稳定

修武县从强化阵地建设入手 ， 整合力量 ，

完善程序， 规范运作， 提高效率， 筑牢了维护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高标准建设乡镇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 对全县

8

个乡镇综治维稳

工作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 目前已有

7

个

中心被焦作市综治办命名为全市示范性综治工

作中心。 二是全方位构建城乡技防网络。 在城

区 ， 投入

700

多万元对县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 ， 安装

102

个高质量监控探头 ，

实现对城区重要部位和交通要道的全面监控 ；

在所有商场、 网吧、 企业、 学校安装了电视监

控设备 ， 在

64

个金融网点全部安装了 “

110

”

联网报警装置， 提升了对复杂场所、 重点行业

的预防 、 处置能力 。 在乡村 ， 安装了 “电子

狗”、 “气死贼”、 “门 （窗） 磁报警器” 等切

合农村实际的小型技防设施， 技防设施入村率

为

100％

、 入户率在

98%

以上 。 三是多层次完善

治安防控阵地 。 先后对

223

个行政村综治办进

行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全县

24

个治安卡

点和

27

个警务室， 并与乡镇专职巡逻队有机结

合， 每天由民警带领专职巡逻队员在辖区内流

动巡逻 ， 各卡点由专职巡逻队员闪警灯值守 ，

形成了流动巡逻和卡点值守动静结合 、 乡村两

级巡逻队双重巡逻的巡防网络。

平安修武亮点之二：

一村一警保平安

去年以来， 该县通过网站投票和入户调查，

对各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在个别县市历来备受争议的公安民警

的执法满意度在该县则连续两次排名第一。

据悉， 该县按照 “五包 ” 机制 ， 实行一村

一警、 一院一警， 从政法部门抽调

286

名干警 ，

分包全县

223

个行政村和

50

个家属楼院的平安

驻守工作 ， 这项工作已经坚持

4

年 。 为深化服

务 ， 他们实行了 “五包 ”， 即包治安防范 、 包

矛盾化解、 包法制宣传、 包为民服务 、 包困难

帮扶。

为确保工作成效， 该县把一村一警工作纳入

年终干警创安工作实绩考评中。 去年以来，

286

名包村干警依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60

起， 其中

解决涉法纠纷

226

起，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1012

件

,

全县各村信访案件下降了

26.6%

、 刑事案件下

降了

36.3%

。

平安修武亮点之三：

三调联动化矛盾

三调联动就是运用行政调解、 人民、 司法三

种手段化解矛盾。 由司法部门牵头， 修武县成立

了由综治、 维稳、 法院、 信访、 检察、 公安等部

门为成员的修武县三调联动领导小组， 负责对行

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领导、 政策协调

和综合协调。 各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等部门， 依据自身的权限和性质对社会矛盾纠纷

行使调解职能， 建立健全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 对矛盾纠纷调解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

解释、 指导并提出解决意见， 然后由部门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并将调解结果上报领导小组。 截

至目前， 该县已建立

20

余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由县委政法委协调公、 检、 法、 司、 信访五

部门实行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 诉后调解， 同时

各调解委员会相互联动， 将调解优先贯穿在执法

办案的全过程，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 该县政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 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 避免了一大批社会

矛盾升级， 司法案件调解率在

68%

以上。

平安修武亮点之四：

九项制度调纠纷

修武县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制度、 台账销号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矛盾纠纷分流制度等

9

项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制度， 以制度规范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 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单位、 进村庄、 进社区， 不留空当、 不

留死角。

针对排查出来的社会矛盾， 该县按照 “属地

管理， 分级负责” 和 “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

则， 严格落实 “四定两包” （定领导、 定人员、

定方案、 定期限， 包解决问题、 包案结事了） 工

作措施， 建立台账， 认真化解， 同时针对特殊群

体、 重点人员制订稳控方案， 落实稳控责任人。

与此配套， 该县还制定了 《关于对涉及群众

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 全

县各基层单位根据该意见要求， 在制定政策、 新

上项目时， 先后对

21

起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评估， 其中通过

17

起、 未通过

4

起。 对于

未通过的重大事项， 严格按照规定， 暂停实施，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去年以来， 该县共排查

出

620

起社会矛盾， 现已化解

596

起， 化解率达

96%

。

平安修武亮点之五：

流动人口新机制

为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修武县由公安局

牵头、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参与， 结

合全县实际， 大胆探索出了流动人口管理新机

制。

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中， 修武县大力推进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

重点的相关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努力使

信息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

流动人口管理层次化。 对暂住人口实行三层

次管理 （用人单位、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

措施服务化。 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程序， 提

高办事效率； 全面配备各种便民设施， 发放各类

办事流程明白纸 ， 建立 “警民联系卡 ”， 发布

“友情提示”；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

务等； 建立对流动人口家庭上门访视、 帮扶的定

期联系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 农民工计划

生育便民维权工作机制和措施。

工作机制规范化。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明确规定了暂住人口登记率、 办证率和熟识率，

把各项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实行责、 权、 利相结

合，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平安修武亮点之六：

特殊帮教显成效

一是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 努力减少脱管失

控， 落实了帮教措施和责任制， 严格了回访制

度， 真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及时发

现和解决帮教对象中存在的问题， 将帮教工作做

到实处。

二是重点帮教， 对重点人群实行有针对性的

帮教措施。

三是要求各基层司法所长对刑释解教人员的

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一口清”， 不用看材料就能

牢牢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是积极与企业老板联系， 筹建帮教基地，

力争解决部分帮教对象的就业问题， 同时与民政

部门联系， 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刑释解教人员

纳入低保范围， 维护和保障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

生活权、 健康权等基本人权， 增强特困刑释解教

人员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五是按照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 使用了刑释

解教人员信息管理、 核实软件， 与全国各地看守

所、 监狱等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平台， 每天核实

上报该县新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 杜绝了托管失

控现象的发生， 使全县

237

名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

达到了

100%

， 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3%

以内。

平安修武亮点之七：

挂牌整治职责明

围绕打造平安修武、 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 从群众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 该县对

治安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并从中确定了两个重

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

重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相关单位对整治工

作高度重视， 纷纷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 因地制

宜，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

为确保重点地区的良好治安环境， 修武县还

落实了重点地区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长期性挂牌整治工作机制。 二是开

展分析研判， 结合日常工作加强重点地区整治。

三是由点带面， 形成全县治安状况的良性循环。

平安修武亮点之八：

司法公开增透明

县公、 检、 法机关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加大

办案透明度。 在切实实施一把手接访制度的同

时

,

县政法各部门都聘请了社会监督员。

县检察院利用互联网

QQ

通信平台搭建网上

接访系统， 用于远程接访， 并将每年的

6

月

18

日

和

12

月

10

日定为检察开放日； 县法院实现了所有

生效裁判文书的上网公示， 开通了修武法院网网

站， 并将每年的

5

月

4

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9

日和

12

月

29

日设为法院开放日， 还不定期地组织

大规模的审判开放日活动； 县公安局开展一月一

次的 “两述一评” 活动， 首次举办了拘留所对社

会开放活动； 县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庭和人民法

庭值班电话， 方便群众求助； 选择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民调主任作为办案

点的联络员， 通过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

监督， 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在

2009

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该县继续

完善 “一村 （楼院） 一警” 工作机制， 调整了县

委政法委领导联系点名单， 对个别村分包力量进

行了充实和调整， 制定了

2010

年考评办法。 配合

此项活动， 县法院积极开展爱民进万家大走访活

动， 县公安局深入开展了 “促和谐、 保稳定， 警

民一家亲， 民警大走访” 爱民实践活动。

平安修武亮点之九：

加强监督廉执法

切实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活动的日常监督，

严格执行执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 狠抓案卷评查、

执法巡查、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实， 县

法院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 县公安机关建立了案

件三级把关制度、 一案一测制度、 刑事案件侦查

监督卡制度及行政治安案件办案时效规定等一系

列长效工作机制； 县检察院实行了主办、 主诉检

察官考核、 选拔制度， 积极开展个案预防， 坚决

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发生，

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在第一季度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调查中， 该县再次位列全省第三位、 全

市首位。

平安修武亮点之十：

集中培训强队伍

修武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

示范县。 去年

4

月， 该县结合乡镇综治干部调整

的实际情况， 举办了两天的集中培训。 此外， 修

武县还先后举办了新任人民陪审员法律业务培

训、 重点执法岗位业务知识培训和专职调解员

队伍培训等活动， 并加大专题讲座的力度 。 截

至目前， 修武县已组织干警参加上级安排的业

务培训活动近

200

人次， 举办专题讲座

30

多次。

同时， 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做好警示教育工

作， 主动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在全县开展

了 “争创十佳政法干警” 活动， 对 “纠正执法

问题， 促进公正执法” 活动进行了部署 。 县政

法各部门主动配合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评议

“四员 ” 活动 ， 县法院组织了 “总结赵作海案

件教训大讨论活动 ”， 县司法局对各司法所案

卷进行了自查， 县检察院组织了 “检察职业道

德主题演讲比赛”。

平安修武亮点之一：

筑牢基石促稳定

修武县从强化阵地建设入手 ， 整合力量 ，

完善程序， 规范运作， 提高效率， 筑牢了维护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高标准建设乡镇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 对全县

8

个乡镇综治维稳

工作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 目前已有

7

个

中心被焦作市综治办命名为全市示范性综治工

作中心。 二是全方位构建城乡技防网络。 在城

区 ， 投入

700

多万元对县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 ， 安装

102

个高质量监控探头 ，

实现对城区重要部位和交通要道的全面监控 ；

在所有商场、 网吧、 企业、 学校安装了电视监

控设备 ， 在

64

个金融网点全部安装了 “

110

”

联网报警装置， 提升了对复杂场所、 重点行业

的预防 、 处置能力 。 在乡村 ， 安装了 “电子

狗”、 “气死贼”、 “门 （窗） 磁报警器” 等切

合农村实际的小型技防设施， 技防设施入村率

为

100％

、 入户率在

98%

以上 。 三是多层次完善

治安防控阵地 。 先后对

223

个行政村综治办进

行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全县

24

个治安卡

点和

27

个警务室， 并与乡镇专职巡逻队有机结

合， 每天由民警带领专职巡逻队员在辖区内流

动巡逻 ， 各卡点由专职巡逻队员闪警灯值守 ，

形成了流动巡逻和卡点值守动静结合 、 乡村两

级巡逻队双重巡逻的巡防网络。

平安修武亮点之二：

一村一警保平安

去年以来， 该县通过网站投票和入户调查，

对各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在个别县市历来备受争议的公安民警

的执法满意度在该县则连续两次排名第一。

据悉， 该县按照 “五包 ” 机制 ， 实行一村

一警、 一院一警， 从政法部门抽调

286

名干警 ，

分包全县

223

个行政村和

50

个家属楼院的平安

驻守工作 ， 这项工作已经坚持

4

年 。 为深化服

务 ， 他们实行了 “五包 ”， 即包治安防范 、 包

矛盾化解、 包法制宣传、 包为民服务 、 包困难

帮扶。

为确保工作成效， 该县把一村一警工作纳入

年终干警创安工作实绩考评中。 去年以来，

286

名包村干警依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60

起， 其中

解决涉法纠纷

226

起，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1012

件

,

全县各村信访案件下降了

26.6%

、 刑事案件下

降了

36.3%

。

平安修武亮点之三：

三调联动化矛盾

三调联动就是运用行政调解、 人民、 司法三

种手段化解矛盾。 由司法部门牵头， 修武县成立

了由综治、 维稳、 法院、 信访、 检察、 公安等部

门为成员的修武县三调联动领导小组， 负责对行

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领导、 政策协调

和综合协调。 各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等部门， 依据自身的权限和性质对社会矛盾纠纷

行使调解职能， 建立健全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 对矛盾纠纷调解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

解释、 指导并提出解决意见， 然后由部门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并将调解结果上报领导小组。 截

至目前， 该县已建立

20

余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由县委政法委协调公、 检、 法、 司、 信访五

部门实行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 诉后调解， 同时

各调解委员会相互联动， 将调解优先贯穿在执法

办案的全过程，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 该县政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 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 避免了一大批社会

矛盾升级， 司法案件调解率在

68%

以上。

平安修武亮点之四：

九项制度调纠纷

修武县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制度、 台账销号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矛盾纠纷分流制度等

9

项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制度， 以制度规范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 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单位、 进村庄、 进社区， 不留空当、 不

留死角。

针对排查出来的社会矛盾， 该县按照 “属地

管理， 分级负责” 和 “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

则， 严格落实 “四定两包” （定领导、 定人员、

定方案、 定期限， 包解决问题、 包案结事了） 工

作措施， 建立台账， 认真化解， 同时针对特殊群

体、 重点人员制订稳控方案， 落实稳控责任人。

与此配套， 该县还制定了 《关于对涉及群众

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 全

县各基层单位根据该意见要求， 在制定政策、 新

上项目时， 先后对

21

起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评估， 其中通过

17

起、 未通过

4

起。 对于

未通过的重大事项， 严格按照规定， 暂停实施，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去年以来， 该县共排查

出

620

起社会矛盾， 现已化解

596

起， 化解率达

96%

。

平安修武亮点之五：

流动人口新机制

为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修武县由公安局

牵头、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参与， 结

合全县实际， 大胆探索出了流动人口管理新机

制。

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中， 修武县大力推进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

重点的相关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努力使

信息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

流动人口管理层次化。 对暂住人口实行三层

次管理 （用人单位、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

措施服务化。 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程序， 提

高办事效率； 全面配备各种便民设施， 发放各类

办事流程明白纸 ， 建立 “警民联系卡 ”， 发布

“友情提示”；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

务等； 建立对流动人口家庭上门访视、 帮扶的定

期联系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 农民工计划

生育便民维权工作机制和措施。

工作机制规范化。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明确规定了暂住人口登记率、 办证率和熟识率，

把各项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实行责、 权、 利相结

合，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平安修武亮点之六：

特殊帮教显成效

一是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 努力减少脱管失

控， 落实了帮教措施和责任制， 严格了回访制

度， 真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及时发

现和解决帮教对象中存在的问题， 将帮教工作做

到实处。

二是重点帮教， 对重点人群实行有针对性的

帮教措施。

三是要求各基层司法所长对刑释解教人员的

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一口清”， 不用看材料就能

牢牢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是积极与企业老板联系， 筹建帮教基地，

力争解决部分帮教对象的就业问题， 同时与民政

部门联系， 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刑释解教人员

纳入低保范围， 维护和保障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

生活权、 健康权等基本人权， 增强特困刑释解教

人员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五是按照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 使用了刑释

解教人员信息管理、 核实软件， 与全国各地看守

所、 监狱等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平台， 每天核实

上报该县新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 杜绝了托管失

控现象的发生， 使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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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

达到了

100%

， 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3%

以内。

平安修武亮点之七：

挂牌整治职责明

围绕打造平安修武、 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 从群众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 该县对

治安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并从中确定了两个重

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

重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相关单位对整治工

作高度重视， 纷纷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 因地制

宜，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

为确保重点地区的良好治安环境， 修武县还

落实了重点地区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长期性挂牌整治工作机制。 二是开

展分析研判， 结合日常工作加强重点地区整治。

三是由点带面， 形成全县治安状况的良性循环。

平安修武亮点之八：

司法公开增透明

县公、 检、 法机关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加大

办案透明度。 在切实实施一把手接访制度的同

时

,

县政法各部门都聘请了社会监督员。

县检察院利用互联网

QQ

通信平台搭建网上

接访系统， 用于远程接访， 并将每年的

6

月

18

日

和

12

月

10

日定为检察开放日； 县法院实现了所有

生效裁判文书的上网公示， 开通了修武法院网网

站， 并将每年的

5

月

4

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9

日和

12

月

29

日设为法院开放日， 还不定期地组织

大规模的审判开放日活动； 县公安局开展一月一

次的 “两述一评” 活动， 首次举办了拘留所对社

会开放活动； 县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庭和人民法

庭值班电话， 方便群众求助； 选择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民调主任作为办案

点的联络员， 通过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

监督， 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在

2009

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该县继续

完善 “一村 （楼院） 一警” 工作机制， 调整了县

委政法委领导联系点名单， 对个别村分包力量进

行了充实和调整， 制定了

2010

年考评办法。 配合

此项活动， 县法院积极开展爱民进万家大走访活

动， 县公安局深入开展了 “促和谐、 保稳定， 警

民一家亲， 民警大走访” 爱民实践活动。

平安修武亮点之九：

加强监督廉执法

切实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活动的日常监督，

严格执行执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 狠抓案卷评查、

执法巡查、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实， 县

法院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 县公安机关建立了案

件三级把关制度、 一案一测制度、 刑事案件侦查

监督卡制度及行政治安案件办案时效规定等一系

列长效工作机制； 县检察院实行了主办、 主诉检

察官考核、 选拔制度， 积极开展个案预防， 坚决

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发生，

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在第一季度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调查中， 该县再次位列全省第三位、 全

市首位。

平安修武亮点之十：

集中培训强队伍

修武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

示范县。 去年

4

月， 该县结合乡镇综治干部调整

的实际情况， 举办了两天的集中培训。 此外， 修

武县还先后举办了新任人民陪审员法律业务培

训、 重点执法岗位业务知识培训和专职调解员

队伍培训等活动， 并加大专题讲座的力度 。 截

至目前， 修武县已组织干警参加上级安排的业

务培训活动近

200

人次， 举办专题讲座

30

多次。

同时， 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做好警示教育工

作， 主动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在全县开展

了 “争创十佳政法干警” 活动， 对 “纠正执法

问题， 促进公正执法” 活动进行了部署 。 县政

法各部门主动配合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评议

“四员 ” 活动 ， 县法院组织了 “总结赵作海案

件教训大讨论活动 ”， 县司法局对各司法所案

卷进行了自查， 县检察院组织了 “检察职业道

德主题演讲比赛”。

平安修武亮点之一：

筑牢基石促稳定

修武县从强化阵地建设入手 ， 整合力量 ，

完善程序， 规范运作， 提高效率， 筑牢了维护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高标准建设乡镇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 对全县

8

个乡镇综治维稳

工作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 目前已有

7

个

中心被焦作市综治办命名为全市示范性综治工

作中心。 二是全方位构建城乡技防网络。 在城

区 ， 投入

700

多万元对县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 ， 安装

102

个高质量监控探头 ，

实现对城区重要部位和交通要道的全面监控 ；

在所有商场、 网吧、 企业、 学校安装了电视监

控设备 ， 在

64

个金融网点全部安装了 “

110

”

联网报警装置， 提升了对复杂场所、 重点行业

的预防 、 处置能力 。 在乡村 ， 安装了 “电子

狗”、 “气死贼”、 “门 （窗） 磁报警器” 等切

合农村实际的小型技防设施， 技防设施入村率

为

100％

、 入户率在

98%

以上 。 三是多层次完善

治安防控阵地 。 先后对

223

个行政村综治办进

行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全县

24

个治安卡

点和

27

个警务室， 并与乡镇专职巡逻队有机结

合， 每天由民警带领专职巡逻队员在辖区内流

动巡逻 ， 各卡点由专职巡逻队员闪警灯值守 ，

形成了流动巡逻和卡点值守动静结合 、 乡村两

级巡逻队双重巡逻的巡防网络。

平安修武亮点之二：

一村一警保平安

去年以来， 该县通过网站投票和入户调查，

对各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在个别县市历来备受争议的公安民警

的执法满意度在该县则连续两次排名第一。

据悉， 该县按照 “五包 ” 机制 ， 实行一村

一警、 一院一警， 从政法部门抽调

286

名干警 ，

分包全县

223

个行政村和

50

个家属楼院的平安

驻守工作 ， 这项工作已经坚持

4

年 。 为深化服

务 ， 他们实行了 “五包 ”， 即包治安防范 、 包

矛盾化解、 包法制宣传、 包为民服务 、 包困难

帮扶。

为确保工作成效， 该县把一村一警工作纳入

年终干警创安工作实绩考评中。 去年以来，

286

名包村干警依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60

起， 其中

解决涉法纠纷

226

起，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1012

件

,

全县各村信访案件下降了

26.6%

、 刑事案件下

降了

36.3%

。

平安修武亮点之三：

三调联动化矛盾

三调联动就是运用行政调解、 人民、 司法三

种手段化解矛盾。 由司法部门牵头， 修武县成立

了由综治、 维稳、 法院、 信访、 检察、 公安等部

门为成员的修武县三调联动领导小组， 负责对行

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领导、 政策协调

和综合协调。 各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等部门， 依据自身的权限和性质对社会矛盾纠纷

行使调解职能， 建立健全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 对矛盾纠纷调解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

解释、 指导并提出解决意见， 然后由部门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并将调解结果上报领导小组。 截

至目前， 该县已建立

20

余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由县委政法委协调公、 检、 法、 司、 信访五

部门实行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 诉后调解， 同时

各调解委员会相互联动， 将调解优先贯穿在执法

办案的全过程，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 该县政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 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 避免了一大批社会

矛盾升级， 司法案件调解率在

68%

以上。

平安修武亮点之四：

九项制度调纠纷

修武县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制度、 台账销号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矛盾纠纷分流制度等

9

项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制度， 以制度规范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 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单位、 进村庄、 进社区， 不留空当、 不

留死角。

针对排查出来的社会矛盾， 该县按照 “属地

管理， 分级负责” 和 “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

则， 严格落实 “四定两包” （定领导、 定人员、

定方案、 定期限， 包解决问题、 包案结事了） 工

作措施， 建立台账， 认真化解， 同时针对特殊群

体、 重点人员制订稳控方案， 落实稳控责任人。

与此配套， 该县还制定了 《关于对涉及群众

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 全

县各基层单位根据该意见要求， 在制定政策、 新

上项目时， 先后对

21

起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评估， 其中通过

17

起、 未通过

4

起。 对于

未通过的重大事项， 严格按照规定， 暂停实施，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去年以来， 该县共排查

出

620

起社会矛盾， 现已化解

596

起， 化解率达

96%

。

平安修武亮点之五：

流动人口新机制

为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修武县由公安局

牵头、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参与， 结

合全县实际， 大胆探索出了流动人口管理新机

制。

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中， 修武县大力推进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

重点的相关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努力使

信息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

流动人口管理层次化。 对暂住人口实行三层

次管理 （用人单位、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

措施服务化。 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程序， 提

高办事效率； 全面配备各种便民设施， 发放各类

办事流程明白纸 ， 建立 “警民联系卡 ”， 发布

“友情提示”；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

务等； 建立对流动人口家庭上门访视、 帮扶的定

期联系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 农民工计划

生育便民维权工作机制和措施。

工作机制规范化。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明确规定了暂住人口登记率、 办证率和熟识率，

把各项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实行责、 权、 利相结

合，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平安修武亮点之六：

特殊帮教显成效

一是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 努力减少脱管失

控， 落实了帮教措施和责任制， 严格了回访制

度， 真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及时发

现和解决帮教对象中存在的问题， 将帮教工作做

到实处。

二是重点帮教， 对重点人群实行有针对性的

帮教措施。

三是要求各基层司法所长对刑释解教人员的

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一口清”， 不用看材料就能

牢牢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是积极与企业老板联系， 筹建帮教基地，

力争解决部分帮教对象的就业问题， 同时与民政

部门联系， 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刑释解教人员

纳入低保范围， 维护和保障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

生活权、 健康权等基本人权， 增强特困刑释解教

人员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五是按照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 使用了刑释

解教人员信息管理、 核实软件， 与全国各地看守

所、 监狱等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平台， 每天核实

上报该县新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 杜绝了托管失

控现象的发生， 使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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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

达到了

100%

， 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3%

以内。

平安修武亮点之七：

挂牌整治职责明

围绕打造平安修武、 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 从群众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 该县对

治安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并从中确定了两个重

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

重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相关单位对整治工

作高度重视， 纷纷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 因地制

宜，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

为确保重点地区的良好治安环境， 修武县还

落实了重点地区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长期性挂牌整治工作机制。 二是开

展分析研判， 结合日常工作加强重点地区整治。

三是由点带面， 形成全县治安状况的良性循环。

平安修武亮点之八：

司法公开增透明

县公、 检、 法机关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加大

办案透明度。 在切实实施一把手接访制度的同

时

,

县政法各部门都聘请了社会监督员。

县检察院利用互联网

QQ

通信平台搭建网上

接访系统， 用于远程接访， 并将每年的

6

月

18

日

和

12

月

10

日定为检察开放日； 县法院实现了所有

生效裁判文书的上网公示， 开通了修武法院网网

站， 并将每年的

5

月

4

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9

日和

12

月

29

日设为法院开放日， 还不定期地组织

大规模的审判开放日活动； 县公安局开展一月一

次的 “两述一评” 活动， 首次举办了拘留所对社

会开放活动； 县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庭和人民法

庭值班电话， 方便群众求助； 选择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民调主任作为办案

点的联络员， 通过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

监督， 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在

2009

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该县继续

完善 “一村 （楼院） 一警” 工作机制， 调整了县

委政法委领导联系点名单， 对个别村分包力量进

行了充实和调整， 制定了

2010

年考评办法。 配合

此项活动， 县法院积极开展爱民进万家大走访活

动， 县公安局深入开展了 “促和谐、 保稳定， 警

民一家亲， 民警大走访” 爱民实践活动。

平安修武亮点之九：

加强监督廉执法

切实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活动的日常监督，

严格执行执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 狠抓案卷评查、

执法巡查、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实， 县

法院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 县公安机关建立了案

件三级把关制度、 一案一测制度、 刑事案件侦查

监督卡制度及行政治安案件办案时效规定等一系

列长效工作机制； 县检察院实行了主办、 主诉检

察官考核、 选拔制度， 积极开展个案预防， 坚决

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发生，

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在第一季度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调查中， 该县再次位列全省第三位、 全

市首位。

平安修武亮点之十：

集中培训强队伍

修武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

示范县。 去年

4

月， 该县结合乡镇综治干部调整

的实际情况， 举办了两天的集中培训。 此外， 修

武县还先后举办了新任人民陪审员法律业务培

训、 重点执法岗位业务知识培训和专职调解员

队伍培训等活动， 并加大专题讲座的力度 。 截

至目前， 修武县已组织干警参加上级安排的业

务培训活动近

200

人次， 举办专题讲座

30

多次。

同时， 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做好警示教育工

作， 主动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在全县开展

了 “争创十佳政法干警” 活动， 对 “纠正执法

问题， 促进公正执法” 活动进行了部署 。 县政

法各部门主动配合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评议

“四员 ” 活动 ， 县法院组织了 “总结赵作海案

件教训大讨论活动 ”， 县司法局对各司法所案

卷进行了自查， 县检察院组织了 “检察职业道

德主题演讲比赛”。

平安修武亮点之一：

筑牢基石促稳定

修武县从强化阵地建设入手 ， 整合力量 ，

完善程序， 规范运作， 提高效率， 筑牢了维护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高标准建设乡镇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 对全县

8

个乡镇综治维稳

工作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 目前已有

7

个

中心被焦作市综治办命名为全市示范性综治工

作中心。 二是全方位构建城乡技防网络。 在城

区 ， 投入

700

多万元对县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 ， 安装

102

个高质量监控探头 ，

实现对城区重要部位和交通要道的全面监控 ；

在所有商场、 网吧、 企业、 学校安装了电视监

控设备 ， 在

64

个金融网点全部安装了 “

110

”

联网报警装置， 提升了对复杂场所、 重点行业

的预防 、 处置能力 。 在乡村 ， 安装了 “电子

狗”、 “气死贼”、 “门 （窗） 磁报警器” 等切

合农村实际的小型技防设施， 技防设施入村率

为

100％

、 入户率在

98%

以上 。 三是多层次完善

治安防控阵地 。 先后对

223

个行政村综治办进

行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全县

24

个治安卡

点和

27

个警务室， 并与乡镇专职巡逻队有机结

合， 每天由民警带领专职巡逻队员在辖区内流

动巡逻 ， 各卡点由专职巡逻队员闪警灯值守 ，

形成了流动巡逻和卡点值守动静结合 、 乡村两

级巡逻队双重巡逻的巡防网络。

平安修武亮点之二：

一村一警保平安

去年以来， 该县通过网站投票和入户调查，

对各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在个别县市历来备受争议的公安民警

的执法满意度在该县则连续两次排名第一。

据悉， 该县按照 “五包 ” 机制 ， 实行一村

一警、 一院一警， 从政法部门抽调

286

名干警 ，

分包全县

223

个行政村和

50

个家属楼院的平安

驻守工作 ， 这项工作已经坚持

4

年 。 为深化服

务 ， 他们实行了 “五包 ”， 即包治安防范 、 包

矛盾化解、 包法制宣传、 包为民服务 、 包困难

帮扶。

为确保工作成效， 该县把一村一警工作纳入

年终干警创安工作实绩考评中。 去年以来，

286

名包村干警依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60

起， 其中

解决涉法纠纷

226

起，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1012

件

,

全县各村信访案件下降了

26.6%

、 刑事案件下

降了

36.3%

。

平安修武亮点之三：

三调联动化矛盾

三调联动就是运用行政调解、 人民、 司法三

种手段化解矛盾。 由司法部门牵头， 修武县成立

了由综治、 维稳、 法院、 信访、 检察、 公安等部

门为成员的修武县三调联动领导小组， 负责对行

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领导、 政策协调

和综合协调。 各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等部门， 依据自身的权限和性质对社会矛盾纠纷

行使调解职能， 建立健全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 对矛盾纠纷调解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

解释、 指导并提出解决意见， 然后由部门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并将调解结果上报领导小组。 截

至目前， 该县已建立

20

余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由县委政法委协调公、 检、 法、 司、 信访五

部门实行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 诉后调解， 同时

各调解委员会相互联动， 将调解优先贯穿在执法

办案的全过程，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 该县政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 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 避免了一大批社会

矛盾升级， 司法案件调解率在

68%

以上。

平安修武亮点之四：

九项制度调纠纷

修武县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制度、 台账销号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矛盾纠纷分流制度等

9

项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制度， 以制度规范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 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单位、 进村庄、 进社区， 不留空当、 不

留死角。

针对排查出来的社会矛盾， 该县按照 “属地

管理， 分级负责” 和 “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

则， 严格落实 “四定两包” （定领导、 定人员、

定方案、 定期限， 包解决问题、 包案结事了） 工

作措施， 建立台账， 认真化解， 同时针对特殊群

体、 重点人员制订稳控方案， 落实稳控责任人。

与此配套， 该县还制定了 《关于对涉及群众

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 全

县各基层单位根据该意见要求， 在制定政策、 新

上项目时， 先后对

21

起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评估， 其中通过

17

起、 未通过

4

起。 对于

未通过的重大事项， 严格按照规定， 暂停实施，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去年以来， 该县共排查

出

620

起社会矛盾， 现已化解

596

起， 化解率达

96%

。

平安修武亮点之五：

流动人口新机制

为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修武县由公安局

牵头、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参与， 结

合全县实际， 大胆探索出了流动人口管理新机

制。

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中， 修武县大力推进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

重点的相关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努力使

信息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

流动人口管理层次化。 对暂住人口实行三层

次管理 （用人单位、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

措施服务化。 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程序， 提

高办事效率； 全面配备各种便民设施， 发放各类

办事流程明白纸 ， 建立 “警民联系卡 ”， 发布

“友情提示”；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

务等； 建立对流动人口家庭上门访视、 帮扶的定

期联系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 农民工计划

生育便民维权工作机制和措施。

工作机制规范化。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明确规定了暂住人口登记率、 办证率和熟识率，

把各项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实行责、 权、 利相结

合，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平安修武亮点之六：

特殊帮教显成效

一是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 努力减少脱管失

控， 落实了帮教措施和责任制， 严格了回访制

度， 真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及时发

现和解决帮教对象中存在的问题， 将帮教工作做

到实处。

二是重点帮教， 对重点人群实行有针对性的

帮教措施。

三是要求各基层司法所长对刑释解教人员的

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一口清”， 不用看材料就能

牢牢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是积极与企业老板联系， 筹建帮教基地，

力争解决部分帮教对象的就业问题， 同时与民政

部门联系， 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刑释解教人员

纳入低保范围， 维护和保障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

生活权、 健康权等基本人权， 增强特困刑释解教

人员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五是按照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 使用了刑释

解教人员信息管理、 核实软件， 与全国各地看守

所、 监狱等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平台， 每天核实

上报该县新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 杜绝了托管失

控现象的发生， 使全县

237

名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

达到了

100%

， 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3%

以内。

平安修武亮点之七：

挂牌整治职责明

围绕打造平安修武、 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 从群众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 该县对

治安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并从中确定了两个重

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

重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相关单位对整治工

作高度重视， 纷纷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 因地制

宜，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

为确保重点地区的良好治安环境， 修武县还

落实了重点地区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长期性挂牌整治工作机制。 二是开

展分析研判， 结合日常工作加强重点地区整治。

三是由点带面， 形成全县治安状况的良性循环。

平安修武亮点之八：

司法公开增透明

县公、 检、 法机关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加大

办案透明度。 在切实实施一把手接访制度的同

时

,

县政法各部门都聘请了社会监督员。

县检察院利用互联网

QQ

通信平台搭建网上

接访系统， 用于远程接访， 并将每年的

6

月

18

日

和

12

月

10

日定为检察开放日； 县法院实现了所有

生效裁判文书的上网公示， 开通了修武法院网网

站， 并将每年的

5

月

4

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9

日和

12

月

29

日设为法院开放日， 还不定期地组织

大规模的审判开放日活动； 县公安局开展一月一

次的 “两述一评” 活动， 首次举办了拘留所对社

会开放活动； 县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庭和人民法

庭值班电话， 方便群众求助； 选择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民调主任作为办案

点的联络员， 通过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

监督， 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在

2009

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该县继续

完善 “一村 （楼院） 一警” 工作机制， 调整了县

委政法委领导联系点名单， 对个别村分包力量进

行了充实和调整， 制定了

2010

年考评办法。 配合

此项活动， 县法院积极开展爱民进万家大走访活

动， 县公安局深入开展了 “促和谐、 保稳定， 警

民一家亲， 民警大走访” 爱民实践活动。

平安修武亮点之九：

加强监督廉执法

切实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活动的日常监督，

严格执行执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 狠抓案卷评查、

执法巡查、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实， 县

法院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 县公安机关建立了案

件三级把关制度、 一案一测制度、 刑事案件侦查

监督卡制度及行政治安案件办案时效规定等一系

列长效工作机制； 县检察院实行了主办、 主诉检

察官考核、 选拔制度， 积极开展个案预防， 坚决

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发生，

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在第一季度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调查中， 该县再次位列全省第三位、 全

市首位。

平安修武亮点之十：

集中培训强队伍

修武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

示范县。 去年

4

月， 该县结合乡镇综治干部调整

的实际情况， 举办了两天的集中培训。 此外， 修

武县还先后举办了新任人民陪审员法律业务培

训、 重点执法岗位业务知识培训和专职调解员

队伍培训等活动， 并加大专题讲座的力度 。 截

至目前， 修武县已组织干警参加上级安排的业

务培训活动近

200

人次， 举办专题讲座

30

多次。

同时， 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做好警示教育工

作， 主动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在全县开展

了 “争创十佳政法干警” 活动， 对 “纠正执法

问题， 促进公正执法” 活动进行了部署 。 县政

法各部门主动配合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评议

“四员 ” 活动 ， 县法院组织了 “总结赵作海案

件教训大讨论活动 ”， 县司法局对各司法所案

卷进行了自查， 县检察院组织了 “检察职业道

德主题演讲比赛”。

平安修武亮点之一：

筑牢基石促稳定

修武县从强化阵地建设入手 ， 整合力量 ，

完善程序， 规范运作， 提高效率， 筑牢了维护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高标准建设乡镇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 对全县

8

个乡镇综治维稳

工作中心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 目前已有

7

个

中心被焦作市综治办命名为全市示范性综治工

作中心。 二是全方位构建城乡技防网络。 在城

区 ， 投入

700

多万元对县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 ， 安装

102

个高质量监控探头 ，

实现对城区重要部位和交通要道的全面监控 ；

在所有商场、 网吧、 企业、 学校安装了电视监

控设备 ， 在

64

个金融网点全部安装了 “

110

”

联网报警装置， 提升了对复杂场所、 重点行业

的预防 、 处置能力 。 在乡村 ， 安装了 “电子

狗”、 “气死贼”、 “门 （窗） 磁报警器” 等切

合农村实际的小型技防设施， 技防设施入村率

为

100％

、 入户率在

98%

以上 。 三是多层次完善

治安防控阵地 。 先后对

223

个行政村综治办进

行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全县

24

个治安卡

点和

27

个警务室， 并与乡镇专职巡逻队有机结

合， 每天由民警带领专职巡逻队员在辖区内流

动巡逻 ， 各卡点由专职巡逻队员闪警灯值守 ，

形成了流动巡逻和卡点值守动静结合 、 乡村两

级巡逻队双重巡逻的巡防网络。

平安修武亮点之二：

一村一警保平安

去年以来， 该县通过网站投票和入户调查，

对各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在个别县市历来备受争议的公安民警

的执法满意度在该县则连续两次排名第一。

据悉， 该县按照 “五包 ” 机制 ， 实行一村

一警、 一院一警， 从政法部门抽调

286

名干警 ，

分包全县

223

个行政村和

50

个家属楼院的平安

驻守工作 ， 这项工作已经坚持

4

年 。 为深化服

务 ， 他们实行了 “五包 ”， 即包治安防范 、 包

矛盾化解、 包法制宣传、 包为民服务 、 包困难

帮扶。

为确保工作成效， 该县把一村一警工作纳入

年终干警创安工作实绩考评中。 去年以来，

286

名包村干警依法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60

起， 其中

解决涉法纠纷

226

起， 为群众办实事、 好事

1012

件

,

全县各村信访案件下降了

26.6%

、 刑事案件下

降了

36.3%

。

平安修武亮点之三：

三调联动化矛盾

三调联动就是运用行政调解、 人民、 司法三

种手段化解矛盾。 由司法部门牵头， 修武县成立

了由综治、 维稳、 法院、 信访、 检察、 公安等部

门为成员的修武县三调联动领导小组， 负责对行

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织领导、 政策协调

和综合协调。 各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等部门， 依据自身的权限和性质对社会矛盾纠纷

行使调解职能， 建立健全各自的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 对矛盾纠纷调解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

解释、 指导并提出解决意见， 然后由部门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 并将调解结果上报领导小组。 截

至目前， 该县已建立

20

余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由县委政法委协调公、 检、 法、 司、 信访五

部门实行诉前调解、 诉中调解、 诉后调解， 同时

各调解委员会相互联动， 将调解优先贯穿在执法

办案的全过程，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去年以来， 该县政法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 始终坚持调解优先原则， 避免了一大批社会

矛盾升级， 司法案件调解率在

68%

以上。

平安修武亮点之四：

九项制度调纠纷

修武县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制度、 台账销号

制度、 定期报告制度、 矛盾纠纷分流制度等

9

项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制度， 以制度规范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 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进企业、 进

学校、 进单位、 进村庄、 进社区， 不留空当、 不

留死角。

针对排查出来的社会矛盾， 该县按照 “属地

管理， 分级负责” 和 “谁主管， 谁负责 ” 的原

则， 严格落实 “四定两包” （定领导、 定人员、

定方案、 定期限， 包解决问题、 包案结事了） 工

作措施， 建立台账， 认真化解， 同时针对特殊群

体、 重点人员制订稳控方案， 落实稳控责任人。

与此配套， 该县还制定了 《关于对涉及群众

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 全

县各基层单位根据该意见要求， 在制定政策、 新

上项目时， 先后对

21

起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进行了评估， 其中通过

17

起、 未通过

4

起。 对于

未通过的重大事项， 严格按照规定， 暂停实施，

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去年以来， 该县共排查

出

620

起社会矛盾， 现已化解

596

起， 化解率达

96%

。

平安修武亮点之五：

流动人口新机制

为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修武县由公安局

牵头、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参与， 结

合全县实际， 大胆探索出了流动人口管理新机

制。

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中， 修武县大力推进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为

重点的相关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努力使

信息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

流动人口管理层次化。 对暂住人口实行三层

次管理 （用人单位、 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

措施服务化。 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程序， 提

高办事效率； 全面配备各种便民设施， 发放各类

办事流程明白纸 ， 建立 “警民联系卡 ”， 发布

“友情提示”；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

务等； 建立对流动人口家庭上门访视、 帮扶的定

期联系制度，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 农民工计划

生育便民维权工作机制和措施。

工作机制规范化。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

明确规定了暂住人口登记率、 办证率和熟识率，

把各项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实行责、 权、 利相结

合，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平安修武亮点之六：

特殊帮教显成效

一是深入开展了摸底排查， 努力减少脱管失

控， 落实了帮教措施和责任制， 严格了回访制

度， 真正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及时发

现和解决帮教对象中存在的问题， 将帮教工作做

到实处。

二是重点帮教， 对重点人群实行有针对性的

帮教措施。

三是要求各基层司法所长对刑释解教人员的

基本情况做到底数 “一口清”， 不用看材料就能

牢牢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基本情况。

四是积极与企业老板联系， 筹建帮教基地，

力争解决部分帮教对象的就业问题， 同时与民政

部门联系， 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刑释解教人员

纳入低保范围， 维护和保障特困刑释解教人员的

生活权、 健康权等基本人权， 增强特困刑释解教

人员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五是按照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 使用了刑释

解教人员信息管理、 核实软件， 与全国各地看守

所、 监狱等部门建立了网络信息平台， 每天核实

上报该县新刑释解教人员的情况， 杜绝了托管失

控现象的发生， 使全县

237

名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

达到了

100%

， 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3%

以内。

平安修武亮点之七：

挂牌整治职责明

围绕打造平安修武、 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 从群众关心、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 该县对

治安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 并从中确定了两个重

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

重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相关单位对整治工

作高度重视， 纷纷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 因地制

宜， 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

为确保重点地区的良好治安环境， 修武县还

落实了重点地区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长期性挂牌整治工作机制。 二是开

展分析研判， 结合日常工作加强重点地区整治。

三是由点带面， 形成全县治安状况的良性循环。

平安修武亮点之八：

司法公开增透明

县公、 检、 法机关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加大

办案透明度。 在切实实施一把手接访制度的同

时

,

县政法各部门都聘请了社会监督员。

县检察院利用互联网

QQ

通信平台搭建网上

接访系统， 用于远程接访， 并将每年的

6

月

18

日

和

12

月

10

日定为检察开放日； 县法院实现了所有

生效裁判文书的上网公示， 开通了修武法院网网

站， 并将每年的

5

月

4

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9

日和

12

月

29

日设为法院开放日， 还不定期地组织

大规模的审判开放日活动； 县公安局开展一月一

次的 “两述一评” 活动， 首次举办了拘留所对社

会开放活动； 县法院向社会公布立案庭和人民法

庭值班电话， 方便群众求助； 选择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民调主任作为办案

点的联络员， 通过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

监督， 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在

2009

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 该县继续

完善 “一村 （楼院） 一警” 工作机制， 调整了县

委政法委领导联系点名单， 对个别村分包力量进

行了充实和调整， 制定了

2010

年考评办法。 配合

此项活动， 县法院积极开展爱民进万家大走访活

动， 县公安局深入开展了 “促和谐、 保稳定， 警

民一家亲， 民警大走访” 爱民实践活动。

平安修武亮点之九：

加强监督廉执法

切实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活动的日常监督，

严格执行执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 狠抓案卷评查、

执法巡查、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实， 县

法院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 县公安机关建立了案

件三级把关制度、 一案一测制度、 刑事案件侦查

监督卡制度及行政治安案件办案时效规定等一系

列长效工作机制； 县检察院实行了主办、 主诉检

察官考核、 选拔制度， 积极开展个案预防， 坚决

防止不作为、 乱作为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发生，

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在第一季度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调查中， 该县再次位列全省第三位、 全

市首位。

平安修武亮点之十：

集中培训强队伍

修武县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

示范县。 去年

4

月， 该县结合乡镇综治干部调整

的实际情况， 举办了两天的集中培训。 此外， 修

武县还先后举办了新任人民陪审员法律业务培

训、 重点执法岗位业务知识培训和专职调解员

队伍培训等活动， 并加大专题讲座的力度 。 截

至目前， 修武县已组织干警参加上级安排的业

务培训活动近

200

人次， 举办专题讲座

30

多次。

同时， 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做好警示教育工

作， 主动与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在全县开展

了 “争创十佳政法干警” 活动， 对 “纠正执法

问题， 促进公正执法” 活动进行了部署 。 县政

法各部门主动配合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评议

“四员 ” 活动 ， 县法院组织了 “总结赵作海案

件教训大讨论活动 ”， 县司法局对各司法所案

卷进行了自查， 县检察院组织了 “检察职业道

德主题演讲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