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政协常委司马向林：

“法治副校长”不能一聘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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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是经济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
要体现。

2024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以
控制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环境的意
见》，提出29条措施，全面优化营商环
境，切实提升经营主体满意度。

今年省两会上，“优化营商环境”也
是代表委员关心热议的话题之一。以
控制成本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突破，
全省各地的营商环境实现了哪些优化
改善？下一步又该如何发力？记者采
访了相关代表委员。

降低成本
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3亿元的投资，6000平方米厂房的
体量。这样的项目，从开工到设备进厂
需要多少天？

巴中的答案是：14天。2024年12
月4日，功率器件封装生产基地项目在
巴中经开区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开工。
12月18日上午，从江苏发出的58台封

装设备顺利到达项目现场，刷新了巴中
经开区项目建设速度。

营商环境的变化，企业感受最为真
切。“从厂房装修入驻，到资质证照办
理，再到招聘用工，全程都有专人对接，
不仅节省了流程时间，还让企业能够将
更多精力投入技术攻关和发展中。”该
项目负责人曾果感慨。

为企业降成本，既要以便捷优质的
政务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也要配
置高效的要素环境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作为全省首批营商环境监测试点
市，巴中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经济发
展的“生命线”，致力打造“企业容易做
生意的地方”。省人大代表、巴中市委
书记鲜荣生说，优化政务环境，巴中出
台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文件，
推行涉企服务“一码通办”“一条龙”帮
办代办，企业开办“小时”清单办理事项
由23项扩大至62项，同时在产业园区建
成6个企业幸福中心，实现了“园区事园
区办”。“过去一年，巴中全市新登记经
营主体同比增长30.95%，净增经营主体

同比增长56.32%，经济活力明显提升。”
不少代表委员注意到，过去一年，各

地都在想方设法为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
境。比如，成都2024年9月起，持续开展
了“进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常
态化服务企业工作，几个月时间走进了
数万家企业，上门解决企业诉求；内江深
化“一网通办”改革，拓展社保卡、身份证
等电子身份凭证应用场景61个，平均缩
减时限62.58%；南充制定全市政务服务
事项基本目录，对市县乡村四级820余
项事项实施清单化精细管理……

升级服务
增强发展活力动力

广元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中心是
四川省首家营商环境投诉举报中心，统
筹负责各类经营主体投诉举报工作。
省人大代表，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彭仕扬介绍，该中心旨在最大程度
整合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受理职能，统筹
纪检监察、政务服务等工作力量，真正
让企业诉求实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

着落”，运行两年多来，累计受理企业投
诉1068件，办结满意率92.5%。

如何构建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也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农工党四川省委会关于以深化“放
管服”改革塑造更高水平营商环境的集
体提案中提出，一方面要做干预“减
法”，打造适度监管执法“舒适区”，健全
跨部门、跨领域监管执法统筹协调机
制，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非现场“无
感”监管，构建“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
监管新模式；另一方面要做效用“乘
法”，以法治干货惠企暖商，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综合法律服务。

“用柔性执法打造全省营商环境硬
核支撑。”省政协委员、四川全兴律师事
务所主任付少杰说，提升柔性执法水平，
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是推进“柔性执
法”的重要前提，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
业务培训，提升执法人员业务能力；要形
成规范的执法指导制度，提升制度化水
平，做好柔性执法和规范执法的双向奔
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亚飞

青少年法治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
责任。如何创新法治教育，提升青少年
对法治的兴趣和积极性？1月19日，四
川省政协常委、省经济法律研究会会
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四川工商业投
资事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司马向林在接
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
示，青少年不仅要知法守法，还应学会
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

普法教育进校园
应注重专门性和连续性

“在前期的走访调研中，我发现，四
川大部分中小学校已在不同程度上推
行了普法教育，开展了一些法治教育活
动，但普遍没有开设专门的法治课堂，
这使得法治教育缺乏专门性、专业性，
不利于培养青少年对于法治素养、法治
观念的重视度。”司马向林认为，应该将
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确保从小
学到高中各个阶段都有系统的法治教
育内容。从尊法、学法到守法、用法，这
是一个连续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法治副校长

聘任与管理办法》提出，每所学校应当
配备至少1名法治副校长；法治副校长
应在校开展法治教育，指导监督学校落
实未成年人保护责任；对实施欺凌行为
的学生进行训导；指导学校依法处理安
全事故纠纷，制止侵害学校和师生合法
权益的行为。法治副校长由法院、检察
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推荐或者
委派，经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聘任，
每年在任职学校承担或者组织落实不
少于4课时的、以法治实践教育为主的
法治教育任务。

对此，司马向林建议，教育主管部
门、司法行政机关和共青团组织根据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对中小学校法
治教育的阶段性目标及内容作出安排，
不仅局限于请个挂名的“法治副校长”
了事，对于青少年法治教育时间与比重
也应作出要求。

法治思维从哪来？
要让青少年走进法治场景中去

“从书本上了解的法律知识比较抽
象，只有带他们走进法治场景中，才能

感受到法治氛围。”司马向林认为，法治
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课堂和书面知
识，还要实现法治教育的多元化，使法
治教育生动贯穿于常规教学活动的方
方面面。

具体来讲，要创新、丰富法治教育
的形式，比如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知识
竞赛、模拟法庭、法律辩论，组织青少年
走进公检法机关身临其境感受法治氛
围，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现代技术手
段，开展线上法治教育等。

除学校之外，还要加强家校沟通与
合作，家长应与学校合力推行法治教
育，学校、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团体应
引导家长培养法治观念和法治教育意
识，主动参与到法治教育中来。同时，
公检法机关、社会团体也应该承担起法
治教育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法治教育，
定期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专题讲座、活
动，司法行政机关主动履行普法专责，派
驻专业人士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拓宽青
少年的法治视野和实践经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摄影报道

代表委员在这里

1月18日，出席省十四届人大四次
会议的人大代表们均已报到完毕。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探访锦江、祥
宇、新华等驻地宾馆，听听代表们都怀
揣着怎样的期待。

联系到省人大代表、昭觉县三岔河
乡中心小学教师吴利梅时，她正在阅读
会务组发放的书籍。

“有经济发展蓝皮书、四川经济社

会发展概况、会议指南、笔记本。”吴利
梅告诉记者，当天报到后，便领到了一
个公文包，里面装了书籍和笔记本等。

提起两会最为关心的内容，吴利梅
不假思索地说：“我是一名来自教育界
的代表，深知一个绿色良好的成长环境
对于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性。因此，我最
关心的依旧还是民族地区教育。”

“我现在非常开心。”为了更好地迎
接两会，省人大代表，四川省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柴铁

锋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了。他告诉
记者，自己这次带来了三个建议，准备
很充分。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我最关心的
还是经济，毕竟这和我们建筑行业的发
展、每个人的钱袋子鼓不鼓都有关系。”
柴铁锋说。

“我现在的心情非常激动。虽然参
加很多次了，但对于每年的两会都期待
满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机会了解、学
习到许多其他行业的知识，再将它们带

到自己的领域去，每每都有收获。”省人
大代表、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著名
巴蜀笑星钟燕平说，“对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我最关心的就是文化板块，一
是总结，二是省委省政府对我们文化工
作者提的要求和方向。”

省人大代表、省两弹城“两弹一星”
精神宣讲员李婷说：“今年我最关注的
是红色文化传承的内容，也带来了相关
建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怀揣民声“有备而来”

探访省人大代表驻地 听听他们的期待和关注

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突破

一降一升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应该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确保从小学到高中
各个阶段都有系统的法治教育
内容。从尊法、学法到守法、用
法，这是一个连续的、不断深化
的过程。

省政协常委司马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