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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政办发〔2021〕32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中韩（长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

委办、各直属机构： 

《吉林省“十四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已经省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8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吉林省“十四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

工作。为统筹推进“十四五”时期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网络、供给

模式、供给内容、服务质量评价和服务保障措施等各项工作，强

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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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号）和《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本规划。 

一、巩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成果，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 

“十三五”时期是吉林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开创阶段，

吉林省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各项要求，锚定

“构建由政府主导、财政支撑、司法行政统筹、社会广泛参与、

覆盖城乡居民、具有吉林特色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工作目标，

坚持普惠均等、统筹城乡、强化基层、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原

则，扎实推进具有吉林特色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全省基本

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格局。 

公共法律服务网络覆盖城乡。“吉林法律服务网”正式上线

运行，12348 热线平台向全省人民提供 7×24小时免费法律咨询

服务，在全省各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建立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工作站）近 980 个，全省共建立司法所近 950 个，律师事

务所近 500 家，公证机构 73 家，司法鉴定机构 74 家，仲裁委员

会 9 个，法律援助机构 70 家，基层法律服务所 300 余个，人民

调解组织 1.4 万余个，律师调解工作室 40 余个。全省共有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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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余人，公证员 377 人，司法鉴定人 795 人，仲裁员 626 人，

法律援助律师 146 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1300 余人，人民调

解员 6 万余人。村（居）法律顾问 2528 人（其中律师 1200 人、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770 人、其他人员 558 人），服务村（居）

10569 个，平均每一位村（居）法律顾问服务 4 至 5 个村（居），

实现全省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公共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和服务质量稳步提升。创新构建公共

法律服务“省市一体化”新型运行管理机制，实践“互联网+公共

法律服务”和智能公共法律服务，推进公共法律服务网络、热线、

实体平台深度融合，开通线上办事渠道 3 个、咨询服务渠道 2 个，

统筹推进“一体化、专业化、标准化、模块化”的“一站式”服

务窗口建设，开辟法律服务“绿色通道”968 个，公示全省 4366

个法律服务机构及其人员基本情况，应用网络地图导航法律服务

机构位置，确保法律服务更加高效便捷、专业规范、优质精准。 

公共法律服务保障民生助力发展的效果明显。全省围绕民生

实事、助企惠企、纠纷化解、生态保护等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

展“落实‘三抓’部署服务企业发展‘123’工程”“走进千家商

会服务万户企业”“守护白山松水法律服务在行动”“法律援助

惠民工程”等多种形式和功能的专项服务，共建立服务发展“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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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通道”681 条，分期分批对 1000 名企业家开展依法经营和依

法治企专题培训，为 10000 家企业开展免费“法律体检”。全省

法律服务机构在就业、教育、扶贫、扫黑除恶等民生领域提供各

类法律服务 283 万余件次，有效降低各领域法律风险，有效排查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有效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繁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高度重视，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

仲裁、司法所、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尽快建成覆盖全业务、

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均要求强化和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群众

基础。 

当前，我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特别是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智能化水平较低、公共法律服务资

源短缺问题突出、城乡之间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体系建设社

会参与度不高、服务保障机制不健全、人民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

的知晓率和首选率需进一步提高，全面提升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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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面和均等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仍然任重

道远。 

在法治手段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化解社会生产生活纠纷、参

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与首要选择的背景下，以努力回应全省人

民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优化的期许和对良法善治下美好生活的

追求为目标，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需要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战

略大局，正确认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在吉林新发展格局和新

发展阶段中的定位，全面分析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的新需求新期

待，正面应对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坚

持问题和目标导向，强化顶层设计和区域规划，坚持改革创新，

立足本地实际，科学规划“十四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助力实现吉林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二、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定位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发展方向和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公

共法律服务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保障性和服务性工作，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