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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

关于印发《2023 年全市交通运输

法治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区县交通运输局、局属各单位、机关各处室：

现将《2023 年全市交通运输法治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

2023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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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

2023年全市交通运输法治工作要点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市交

通运输法治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交通运输立法、执法、普法和

执法监督，强化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不断深化“放

管服”改革和行业体制改革，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巩固“信

用交通市”创建成果，努力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体制，

全面推动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全面深化法治政府部门建设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法治建设和交通运输的重大决策部署。

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通起

来，一起纳入学习计划，进一步推动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常态化

落实。

（二）进一步夯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成立以曹殿军局长为

组长，其他局领导为成员的法治政府部门建设领导小组，认真履

行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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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全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严格落实《山东省重大

行政决策行政程序规定》，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范决策行为。

对于重大决策事项，要按照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

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强化法定程序的刚性约束。

（四）改进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依法规范出具行政复议答

复意见，及时、全面履行行政复议决定。切实加强行政应诉工作，

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和国家工作人员旁听

庭审制度。

（五）提升法律服务工作质量。组织法律顾问提供高质量法

律服务，对重大事项充分听取法律顾问意见建议。鼓励符合条件

的在职人员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提高法治队伍专业

化水平。

二、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法规制度体系

（一）推进行业地方性法规制定工作。严格按照立法程序，

积极配合市人大做好《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的立法工作，

力争年内出台。

（二）严格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机

制。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严把立项关，减少不必要

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有序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修订工作和清

理工作。按照上级有关部署，组织涉及机构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上位法修改等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

作。完善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组织清理妨碍统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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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推动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各项要

求。

三、扎实推进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一）深化执法规范化长效机制建设。按照交通运输部和省

交通运输厅的统一部署，继续实施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素

质能力形象提升三年行动，进一步加大对县区级综合执法改革的

跟踪指导力度，不断建立健全执法规范化长效机制。

（二）提升执法规范化和现代化水平。全面落实《交通运输

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格执行新修订的

全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适时开展落实情况

专项督查。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修订情况及时制定更新《济南市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事项录清单》并公示。

（三）完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强化部门协调联动，

完善交通运输联合执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全

面提升交通运输执法效能和水平。不断完善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和

市域一体化执法体系，建立联防、联控、联罚的异地联合执法机

制。

（四）提高行政执法服务能力。贯彻“执法即服务”理念，

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执法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进一步探索

推广运用说理式执法、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

手段，让执法更有温度，将服务贯穿执法全过程。

（五）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严格按照《山东省规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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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裁量权办法》《山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等文件要

求，进一步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结合“规范执法、惠企利

民”行动，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工作，深入查纠整改，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四、深入开展行业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培训

（一）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和行业普法责

任清单。制定普法责任清单和年度普法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落

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彰显行业

特色，强化普法实效。组织开展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法治

宣传教育月、和优化营商环境宣传月等主题宣传活动。

（二）扎实开展法治宣传工作。推动专业性法律法规的学习

宣传和普及，广泛开展以案释法和警示教育，使行政处罚、行政

检查、行政强制的过程成为向群众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促进执

法人员和执法对象法律意识、法律知识同步提升。

（三）强化执法队伍自身建设。把好执法人员资格审查关，

以专业法律知识培训为契机，邀请知名专家、律师、法官等对执

法人员就新形势下如何做好行政执法工作开展讲座，提升执法人

员的法治素养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加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领导班

子思想政治和纪律作风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发挥头雁效应。

五、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行业营商环境

（一）继续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简政放权。按照省政府办公厅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年度重点任务分工，做好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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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事项的承接工作，规范使用和管理业务“二号章”。根据

法律法规的修订及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情况，按照修订完善的本系

统权责清单，做好权责清单的认领工作。推行交通运输领域证明

事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和“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二）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三

定”规定明确的监管职责和监管事项，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夯实

监管责任；制定“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事项清单和检查计划，实

现部门内部和跨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更大面积覆盖。

（三）推动交通运输政务服务线上线下一体化。动态调整交

通运输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清单，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事项可网

办率和网办深度。推行政务服务“好差评”“电子证照”应用和“不

见面”审批，推进高频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提高交通

运输网上服务能力。

六、不断推进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一）突出重点，完善信用管理标准制度建设。依托省、市

两级信用信息平台，进一步推动实现交通运输信用信息归集共享；

规范行业内信用信息公示，落实双公示、双随机结果公示等制度

要求。在交通运输行业更多领域、更多项目上开展信用评价、公

示和联合奖惩，发挥信用监管在新型监管体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强化信用信息应用。持续巩固“信用交通市”创建成

果，将信用信息查询嵌入日常工作，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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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办理、招投标、执法检查等事项流程中，及时响应国家

和部省市发布的联合奖惩备忘录，做好联合奖惩工作。在政务服

务中全面推广信用承诺制度，实行告知承诺与容缺受理。搭理推

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以信用评价结果为依据，采取差异化的监

管措施。

（三）开展信用文化宣传教育。组织开展信用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展示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成果，

加强联合奖惩案例征集、公示，推进全行业“学信用、懂信用、

用信用、守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