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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是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四川适应新时代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服务平台全面覆盖、

城乡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持续深入推进，全国首个

省级层面推动建设的天府中央法务区的建成，代表公共

法律服务的发展高水准。新发展阶段，为推进四川建设

成为公共法律服务强省，应进一步提升标准化规范化体

系建设，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公共

法律服务的群众满意度和社会公信力。

四川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总体现状

（一）夯实基础：建成基本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体系

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包括法治宣传教育、法律咨询、

法律援助、人民调解以及其他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公共法

律服务项目，四川省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情编制了

项目清单及服务指南，公共法律行业持续发展、服务供

给能力稳定提升。“十三五”期间，全省建成了省级为

龙头、市级为枢纽、县级为支撑、乡级为基础、村级为

基点五级覆盖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市县两级服务中心

200多个，乡镇或街道服务站3000多个，村社服务室近3

万个；全省律师、司法鉴定、公证服务、仲裁等法律服

务机构达两千多家，法律专业服务人员3.4万，人民调解

组织4.25万个，人民调解员近24万名。[1]将法律服务热线

并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设立法律服务专家座

席，开设农民工、退役军人等专项座席，提供藏汉、彝

汉双语服务，年接听咨询电话高达26万多人次、解答群

众咨询6万多件次。同时，“12348”四川法网网络平台

建设不断完善，拓宽法治宣传、法律咨询、机构导航等

在线服务功能，加大在城市小区、乡村社区等自助设备

的安装，让公共法律服务深入基层、近在身边。

（二）协同共治：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多元融合发展

推 进 实 体 、 热 线 和 网 络 三 大 平 台 的 功 能 相 融 、 优

势互补，构建全空间、全时空服务体系。在三大平台间

搭建数据信息桥梁，实行数据流转、集中，并进行归类

及标注，实现资源共享，为不同平台的业务融合提供互

联互通的信息基础，形成跨层级、跨业务的协同办理体

系。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和其他政务服务的融合发展，推

动公共法律服务和诉讼业务、基层治理等公共服务的链

接与整合。“十三五”期间，全省共设立各类法治宣传

栏、法律图书室5.8万个，建设法治文化公园、广场、长

廊等7650个，促进形成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依托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搭建线上法治诉求解决平台，推动法院

诉讼的线上线下合理发展。2021年4月挂牌成立了成都互

联网法庭，作为全国首家跨区划集中管辖互联网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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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治理背景下公共法律服务日益成为公众必需。四川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不断完

善、服务网络更为周密，全省法治惠民效应显著。四川省公共法律服务将契合高质量发

展之要，持续提升专业性和规范化，弥足短板领域，提供更高能级的服务供给，让人民

群众更大程度的共享公共法律服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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