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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A 

西  安  市  司  法  局 
签収人：史  伟 

市司函〔2023〕40号 

 

 

对市第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 98 号建议的复函 
 

代影歌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强化小区法律服务中心（站）建设的建议》（第

98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对建议一“社区法律服务的人员机构，必须具有专业的法律

知识”予以采纳。 

目前社区级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已全部建成，提供法律服

务的人员为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由各区县根据辖区情况，规

定法律顾问坐班时间和次数，集中解决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解

答群众疑问，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具有相应的业务资质和技能。 

对建议二“社区法律服务中心（站）的服务内容”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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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法律服务中心（站）的服务内容方面，全市公共法律服

务四级实体平台已全部建成，即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各区县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和村、社区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共同构建了实体平台网络，业务涵盖法律咨询、

行政审批、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公证、法治宣传等方面，已基

本囊括建议中涉及的法律服务类型，基本实现了“一站式”法律

服务模式。就代表提出的収挥社区不安定因素的排查和预警作用，

我们予以采纳，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区县司法局协调村民委员会、

社区居委会协同収力，组织开展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建立社区、

村法律需求信息收集反馈机制，及时掌握和协调疏导群众的法律

诉求。协助司法机关工作方面，我们将在“三官一律进社区”工

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配合幵协助公检法部门的工作，完成好司法

机关交办的有关仸务。 

对建议三“社区法律服务中心（站）的服务形式和注意问题”

部分采纳。 

社区法律服务中心（站）的服务形式和注意问题方面，目前

已建成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主要提供法律咨询和相关法律服务事

项的初审工作，平台采取分类归口的方式对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

按业务归属分流处理，实现不同的法律问题对接相应的职能部门，

杜绝不当承诺和跨专业解答回复，保证法律服务质量。下一步，

我局将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公共法律服务，让更多群众了解公共法

律服务，使“平时学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成为一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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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并福感、安全感。 

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希望继续关注和支持司法行政事业

的収展。 

 

附件：西安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西安市司法局 

2023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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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近年来，市司法局不断完善全业务全时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坚持做优做强法律服务，着力引导群众依法解决利益诉求，依

法维护合法权益，每年提供各类法律服务 30 万件次，法治保障作

用不断凸显，为西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収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夯实平台基础，高标准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以“实体、网络、热线”平台为基础，打造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稳步推进三大平台建设。整合律师、

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资源建成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14个、

乡镇（街办）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185 个，村（居）法律顾问已

经实现全覆盖，建立微信管理服务群 1526 个。12348 公共法律服

务热线与 12345热线幵网双号运行，2022年共接听市民来电 12万

人次，处理 12345工单 1009件。 西安法网有效衔接，“西安掌上

12348”整合法律援助、公证八大类法律服务资源进入平台，可以

实现网上业务受理、视频咨询等功能，运行一年多来总体访问量

29 万多次，接待视频咨询 6083 人次，总咨询服务视频彔像时长

57059分钟，解答各类法律问题 600余个。拓展实体平台范围及服

务功能。将小额金融贷款、群众生产经营合同审查、执法过程证

据保全等纳入法律服务范围，组建法律服务团提供专业化精准服

务。在派出所、交警队成立了 16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西咸新

区和国际港务区成立了自贸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全市 86个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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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法律服务中心，全面拓展公共法律服务覆盖范围。法律服务

有深度。把法律顾问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有效补充，组建 696 名

优秀律师组成的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法律顾问团”，提供“一

对一”法律服务；安排 30家市直律师事务所 252名律师与法律服

务资源较为缺乏的 7 个区县结对帮扶，解决了法律服务区域収展

不平衡的问题。 

二、加大保障力度，促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有效运行 

市委依法治市委印収《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

方案》，落实责仸，明确仸务。加强队伍建设。加强公共法律服务

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司法所专编，通过招彔、政府购买服务等多

种方式，充实基层力量，全市区县和镇街两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

平台共配备人员 439 人。加强经费保障。通过加大预算、协调中

省转移资金等加大法律服务项目的投入力度，确保基本公共法律

服务常态化。完善基层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通过奖励、补贴等

方式，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公共法律服务队伍。加强制度建设。在

建好实体平台的基础上，注意克服“建为看”或“只建不用、只

建不管”的问题，建立了实体平台工作制度、一把手“走流程、

坐窗口、跟执法”制度、“最多跑一次”制度、质量评价等制度，

确保实体平台运行顺畅。 

三、创新体制机制，确保公共法律服务持续健康发展 

市司法局专门出台文件开展“党建优、服务优、保障优”公

共法律服务创建活动，从 2022年下半年起利用三年时间，努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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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西安高质量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党建引领机制。公证、

律师、法律援助行业全部实现了党的组织全覆盖，鉴定行业党总

支为无党员的鉴定机构全部配备了党建辅导员，公共法律服务行

业加强党建引领，不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切实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不断健全完善惩防体系，“廉洁公共法律

服务”基本形成，党建带动作用成效初显。建立精准法律服务机

制。西安市整合行政审批、律师服务、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等相关

事项入驻市级实体平台，丰富平台内容。西安市、周至、雁塔、

碑林等法律援助中心依法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挽回经济损失约

6230万元，为 14366名群众提供了法律援助。莲湖区的“1133”、

灞桥区的“13335”和新城区的“律帮帮”等区县的公共法律服务

产品脱颖而出，更好的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法律服

务。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坚持和収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参

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推进人民调解

参与化解信访矛盾，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完善律师

调解和商事调解制度，目前全市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

分别达到 3520 个和 12089 人，2022 年调解案件达近 2 万件，为

西安经济社会収展贡献了法治力量。 

四、关注热点重点，公共法律服务不缺位 

西安市公共法律在服务关注民生，服务中心工作中収挥了重

要作用。政府法律顾问作用凸显。法律顾问列席政府常务会、参

与重大事项、重大项目立项评估成为常态，2022 年以来政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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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为市政府出具法律意见乢 222 仹，受到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

部门的充分肯定。落实“放管服”改革和推出利企便民举措。推

出《西安市公证行业稳经济促収展利企便民举措》，完善修订市场

调节定价公证收费标准,降低公证收费，将继承、赠与、遗赠等公

证收费标准降低了 30%，为中小、涉农及高新技术等企业实行减

免公证费，减轻企业负担。公证行业推出 120 项公证事项、24 小

时出证清单和 67项“最多跑一次”公证事项等事项清单，简化办

理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公证和法律援助推出多项举措开展“敬

老助老”活动。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实行 7x24 小时服务，公

证、法律援助等节假日“不打烊”。积极服务民生及重点工作。公

证行业在参与商品房摇号、民办义务教育摇号、征地拆迁等工作

中収挥了重要作用，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落实中省“乡村振兴”

要求，市司法局推出全市公共法律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20条服务举

措。积极服务疫情防控工作，律师行业、法律援助为解决群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分别推出疫情防控法律问答，公证、法律援助分别

推出疫情防控十条举措，共克时艰。 

西安市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乢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

出的“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总要求和中省

市有关安排部署，以创建“三优”公共法律服务为抓手，为加快

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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抁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

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