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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省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建设，做到执
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程序网上流转、执法活
动网上监督、执法决定实时推送、执法信息统
一公示、执法信息网上查询。各级政府和执法
机关利用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实现
数据共享互通，逐步形成集数据储存、共享功
能于一体的辽宁省行政执法数据中心，与司法
部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共享。

发挥人工智能在证据收集、案例分析、法
律文件阅读与分析中的作用，聚焦争议焦点，

向执法人员精准推送办案规范、法律法规规
定、相似案例等信息，提出处理意见建议，生成
执法决定文书，有效约束规范行政自由裁量
权，确保执法尺度统一。

《实施方案》要求，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制定
或修订各项制度、清单、服务指南、流程图等制
度文件，省政府各行政执法机关要在2019年6
月底前完成，县（市、区）行政执法机关结合本
地实际，在2019年7月底前完成细化完善本部
门有关制度、清单、服务指南、流程图等工作。

各级政府和执法机关要实现数据共享互通

《辽宁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规定

行政处罚决定在7个工作日内公开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行

政执法机关要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
会公布执法机关、执法对象、执法类别、执法结论等信息；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要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辽宁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
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到2019年底，全省各级行
政执法机关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征
用、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行为中全面推行“三项制度”。

行政执法机关将运用微博、微信公示执法信息

《实施方案》要求，明确执法公示的范围、
内容、载体、程序、时限要求、监督方式和保障
措施等事项。同时，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编制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和《监管事项目录清单》，
明确行政执法主体、职责、权限、依据等内容。
各级政府统一公示所属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包
括执法人员的姓名、单位、职务、证件编号、执
法类别、执法区域等内容。各级行政执法机关
要在本部门网站上公示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

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
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行政执法人员开
展执法活动时，必须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向当事人和相关人员表明身份。各级行政执
法机关的办事大厅、服务窗口等固定办事场
所要设置岗位信息公示牌，明示工作人员单

位、姓名、职务、岗位职责、执法种类、申请材
料示范文本、办理进度查询、咨询服务、投诉
举报等信息。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在执法决定作出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执法机关、执
法对象、执法类别、执法结论等信息。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要在执法决定作
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

各级政府及其行政执法机关要运用微博、
微信、APP等载体公示执法信息。《实施方案》提
出，要整合各类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同时，行政
执法信息平台要设置搜索查询功能，实现信息
互联互通共享，方便群众查询。各级行政执法
机关要建立执法办案系统与行政执法信息平台
的数据交换机制，即时向平台推送执法信息。

查扣财产、强制拆除等现场执法活动全程音像记录

省司法厅需制定《辽宁省行政执法全过程
记录实施办法》，各级行政执法部门要修订完
善本部门各类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具体办法，
绘制行政执法流程图，明确执法环节记录的内
容、方式、载体等事项，完善执法信息采集、存
储、分析、归档等规范化建设制度。

推行执法文书和执法案卷电子化，编制
《音像记录事项清单》，明确进行音像记录的
关键环节、记录方式以及应进行全过程音像
记录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场所。对文字
记录能够全面有效记录执法行为的，可以不
进行音像记录；对查封扣押财产、强制拆除

等直接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
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要推
行全程音像记录；对现场执法、调查取证、举
行听证、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等容易引发争
议的行政执法过程，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音
像记录。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建立健全执法音像记
录管理制度，将音像资料及时归档保存。建立
健全基于互联网、电子认证、电子签章的行政
执法全过程数据化记录工作机制。建立健全
记录信息调阅监督制度，确保行政执法文字记
录、音像记录规范、合法、有效。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等情况的决定需进行法制审核

省司法厅制定《辽宁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办法》。审核主体方面，《实施方案》
提出，原则上各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制审核人
员不少于本单位执法人员总数的5%。凡涉及
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
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
权益，经过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以及

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都
要进行法制审核。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编制《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流程图》，明确法制审核送审材料，规
范审核程序、审核载体、时限要求、法制审核意
见与拟处理意见不一致的协调机制、责任追究
机制等。

今年将建立以沈阳为核心的辽宁中部城市
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调机制。4月底前，建立
辽阳、鞍山、铁岭、抚顺、本溪等周边城市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工作微信群，建立局长应急会商工
作制度。强化区域内合作，建立环境质量信息
公开制度和区域内环境质量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辽宁中部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调机制

今年沈阳好天儿力争比去年提高1-2个百分点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张阿春

报道 今年，沈阳将拆除四环内20吨及以下燃
煤锅炉，在出租车上安装扬尘实时监控装置，11
月底前拆迁改造1.2万套棚户区和城中村，对防
控扬尘不合格的施工单位取消其投标资格，年
底前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2000个，对秸秆焚烧

火点地区严厉问责，一处火点扣款50万元。
日前，沈阳市蓝天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2019年沈阳市蓝天保卫战作战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提出以上内容。今年，沈阳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计划在2018年基础上再
提高1-2个百分点。

四环内20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应拆尽拆

《方案》指出，今年，沈阳将继续改善全
市大气环境质量，深入调整能源结构，稳步
推进多种清洁能源替代，促进用能结构日
趋合理；推动调整产业结构，严格标准倒逼
产业升级，引导企业绿色发展；积极调整运
输结构，严控柴油车污染，形成绿色物流；
优化调整用地结构，降低扬尘污染，严控秸
秆焚烧。

今年的目标之一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在 2018 年基础上再提高 1-2 个百分点。细
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 54 微克/立方
米以下，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控制

在 88微克/立方米以下。2018年，沈阳市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285天，与2017年相
比增加29天。

今年，沈阳计划对20蒸吨以上大型燃煤锅
炉实行一炉一策监管。11 月底前，完成总计
20000蒸吨的大型燃煤锅炉脱硝建设工程。10
月底前，制定供暖燃煤锅炉错峰起炉工作方
案，并组织供暖单位落实。

2019 年，沈阳计划淘汰 110 台燃煤小锅
炉，四环内20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应拆尽拆。对
列入淘汰和改造计划的供暖类锅炉，5月中旬
前全部完成查封，10月底前实施完毕。

出租车安扬尘监控装置 防尘不力企业影响投标
《方案》提到，今年，沈阳将建设道路扬尘

移动监控系统，在出租车上安装扬尘实时监控
装置，加强道路扬尘污染防控。继续实施道路
网格化保洁管理，在非冬季采取洒水、雾炮降
尘等有效手段降低道路扬尘污染。城市可机
扫道路机扫率保持在90%。

今年，沈阳将对全市建筑、市政、地铁工地
落实“七个100%”情况开展常态化监督执法检
查，对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施工单位限期实施
停业整顿，依法进行处罚，将施工单位不良行
为纳入建设企业信用管理系统，直至取消其在
沈阳的投标资格。

11月底前拆改1.2万套棚户区和城中村 消除散煤污染
今年 11月底前，沈阳计划完成 1.2万套棚

户区和城中村拆迁改造工程，彻底消除重点区
域内散煤劈柴燃烧导致的低空面源污染。重点
完成铁西区的宁官村、四王村，浑南区的孤家
子、营城子地区等重点地块棚户区改造工程。

在全市范围内限制使用灰分高于16%、硫
份高于 0.6%的散煤。加大对煤炭生产、销售、
使用单位煤质的检测频次，全市用煤单位煤质
抽检覆盖率达到 100%，对销售和使用不符合
煤质要求的企业，依法进行查处。

年底前建2000个充电桩 新增380辆绿色公交

今年年底前，沈阳计划推广绿牌新能源汽
车 2000 辆，建设充电桩 2000 个。新能源汽车
大数据采集与监测平台投入运营。

同时，提高新增公交车中新能源与清洁燃
料车辆比例，发展绿色交通。今年，全市新增
及更新新能源或清洁能源公交车 380辆，年底

前，城市公交车、出租车应用清洁能源或新能
源汽车比例计划不低于85%、95%。

今年，沈阳市注册的柴油货车冒黑烟现象
将基本消除。同时，将利用遥感监测、现场检
查等手段，对行驶车辆、车辆集中停放地、重点
单位以及维修场所进行监督抽测。

2019年清洁取暖率预计达到44%
沈阳将加快提高清洁取暖比重，2019年清

洁取暖率达到44%。同时提高天然气、电等清
洁能源供应能力。

加快天然气管网及储气调峰等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燃气保障能力。扩大电网覆盖范
围，加强供电能力建设，满足煤改电项目需
求。协调落实煤改气、煤改电项目优惠气价、
电价政策。

整治油烟扰民餐饮企业 取缔地排烟道
今年，沈阳将重点整治存在油烟污染扰民

的餐饮企业，严厉打击经营性餐饮油烟直排等
违法排污行为，取缔地排烟道。在全市范围内
禁止露天烧烤，彻底取缔露天烧烤摊点，组织开

展联合执法行动，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
9月底前，沈阳计划完成“五大行业、三大区

域”中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程，未按时
完成治理工程的，依法实施停产整治。

对秸秆焚烧火点严厉问责 一处火点处罚50万元
在严禁农作物秸秆焚烧行为方面，《方案》

要求各地区要逐级签订秸秆禁烧责任状，各村
与农户签订秸秆综合利用（离田禁烧）承诺书，
将责任落实到人、到地块。对于发现秸秆焚烧

火点或焚烧痕迹的地区，将进行严厉问责并进
行经济处罚，一处火点扣款50万元，对因监管
不力仍然出现秸秆焚烧行为的地区和相关责
任人严肃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