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载县 2019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条例》第五十条之规定，制定本报告。本年度报

告由万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编制，所列数据的统计范围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

年 12 月 31 日，可在万载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wanzai.gov.cn）上

查询下载。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县政府办联系，单位地址：万载县康乐

街道沿河西路 262 号。联系电话：0795-8819792，邮箱：gov@wanzai.gov.cn。

一、总体情况

2019 年，我县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19〕60 号）文件要求，

结合我县“1419”中心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做好我县政务公开工作：

（一）主动公开情况。万载县坚持 "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

印发了《万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9 年万载县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万府办发〔2019〕17 号）。一是主动信息发布，及时更新万载县人民政府

门户网及万载县人民政府发布微信公众号栏目，2019 年万载县政府门户网站共

发布信息 7293 条，其中信息公开专栏 3428 条，政务新媒体 75 条。二是提升利

企便民水平，推进政府网站服务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发布政务服务清单，公

共服务清单，市场准入清单，以及“一次不跑”事项数量 250 项，“只跑一次”

事项数量 786 项等。三是推进“五公开”，加大涉及重大民生议题的会议开放，

2019 年棚改拆迁邀请了群众代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相关代表列席会议。

及时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常务会议讨论事项，规范性文件，国民经济统计数据等。

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公开制度，增强工作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畅通收集

意见的渠道。全文公开对社会广泛关注、关系国计民生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

案 48 条。四是深度解读释疑，全年万载县门户网站发布政策解读 91 条，乡镇（街

道）、县直各单位发布解读信息 49 条，涵盖教育、医疗、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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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及时回应舆情，全年处理 12345 热线 3895 件和回复问政江西贴文 16 条。

（二）依申请公开情况。我县高度重视依申请公开工作，根据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时调整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流程图，优化在线申请方式，明示救济途径。全年受理依申请公开 8件，

其中在线申请 1件，信函邮寄申请 7件，按时办结 8件。

（三）政府信息管理。一是规范信息公开平台目录，不断完善机制、狠抓落

实，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步入了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根据行政单



位机构改革，调整整合 58 个单位信息公开目录。二是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制度，

明确组织保障，建立健全信息报送和信息公开审核制度。三是加强信息发布日常

监测，健全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四是加强人员培训，全年共开展全县政务公开培

训 2次，参与人数 176 人。

（四）公开平台建设。一是优化网站集约化管理。完成向上级网站的集约，

系统数据集中部署在宜春华为政务云，不断推进政府网站与政务服务融合。二是

编制了全县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上传政务信息资源 222560 条，加快推进政务数

据共享和公开。三是完善政务新媒体建设。推进以“万载县人民政府发布”为代

表的政务“微服务”。

（五）监督保障。一是组织建设，成立政务公开专门机构，在县政府办公室

信息调研股增挂县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牌子，统筹协调全县政务公开、政务公报、

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依申请公开等事项。。二是强化督导，日常督查与绩效

考核相结合，坚持“周更新、月调度、季测评、年考评”长效工作机制，对存在

问题及时梳理反馈，提出整改要求。印发政务公开考评办法，严格落实把政务公

开纳入万载县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且分值权重不低于 4%的要求。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新

制作数量

本年新

公开数量
对外公开总数量

规章 0 0 0

规范性文件 9 3 23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164 8 12322



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 147 0 32504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1207 23 54

行政强制 177 3 0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行政事业性收费 27 0

第二十条第（九）项

信息内容 采购项目数量 采购总金额

政府集中采购 158 18394.7 万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为：第一项加第

二项之和，等于第三项加第四项之和）

申请人情况

自然

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总计
商业

企业

科研

机构

社会

公益

组织

法律服

务机构
其他

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8 8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0

三、

本年

度办

理结

果

（一）予以公开 9 8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

只计这一情形，不计其他情形）
0

（三）

不予公

开

1.属于国家秘密 0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公开
0

3.危及“三安全一稳

定”
0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

益
0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

信息
0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

息
0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0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1 1

（四）

无法提

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

政府信息
0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

另行制作
0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

不明确
0

（五）

不予处

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

请
0

2.重复申请 1 1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

物
0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

复申请
0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

或重新出具已获取信

息

0

（六）其他处理 0

（七）总计 0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0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结

果

维

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

结

果

维

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

计

结

果

维

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

计

0 0 0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我县 2019 年信息公开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上级的要求、公众期望相

比，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一是信息公开平台建设仍需加强。逐步推进政务公

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好信息公开目录，紧紧围绕与群众关系密切的行政行为和

服务事项，进一步提升基层政务公开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二是网站建

设集约化仍需完善，完善站点管理、栏目管理、资源管理、内容发布、互动交流、

统一身份认证等提高政府门户网站便企利民水平。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我县推进政务公开，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五型”政务，切实开展了

各项工作。

一是打通信息孤岛，扩大“赣服通”办理事项覆盖面，畅通信息公开的新渠

道。推动了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只跑一次”办理率达 70%以上。立足于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大力推进宜春市大数据平台万载厅建设。

二是推进新媒体建设。我县严格按照国务院、省、市关于新媒体健康有序发

展的要求，以拉近政府与网民距离为工作目标，认真落实了政务新媒体的管理责

任和工作责任。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发布政情、资讯、重点民生内容、群众关

注热点信息，满足公众对政务信息和生活信息的需求，保障群众知情权，为群众

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同时对全县各地各部门的政务新媒体进行了监督，借助新

媒体对我县重大重要决策信息进行了及时发布、共同发声，确保民众对重大信息



的知晓度，发挥了新媒体矩阵的集群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