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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逐步理顺工作机制，切实提升工作效能，努力推动全市

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运营管理日益规范、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优质

账号不断涌现。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供稿

江苏省苏州市多举措
推动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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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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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政务新媒体规范运行一

ǔ梧粟滅捉菰碗赋х2019年以来，先后组织开展5次集中清理排

查，基本摸清全市政务新媒体底数，共保留政务新媒体642个。

坚持问题导向、完善监管机制，努力当好全市政务新媒体发展的啄

木鸟。

板梧鎏锶咆慘浔纽х针对一些主办单位重开设、轻管理的倾向，

坚持应备案尽备案，切实做好政务新媒体开设前的评估和开设后的保障。

ê梧恫鹏谓内孱菰х针对内容更新不及时、内容表述错误、功能

无法使用、未提供有效互动等常见问题，加大检查抽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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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引导政务新媒体做优做强二

ǔ梧襪诟失谓内х引导各主办单位提高政务新媒体的含“政”

量，提升政务新媒体运营能力。

努力当好全市政务新媒体发展的助推器，助力培育更多在全省全国叫得

响、在企业群众中有口碑的优质账号。2022年，全市共有133个微信公众

号的阅读量超百万，全市微信订阅号、服务号累计产生10万+推文368篇。

“苏州发改”微信公众号
推出政策“一图读懂”合集

苏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政策“图片解读”栏目

政策解读产品

多平台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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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梧咆玛尿哦厠鳖х从2021年开始，苏州市每年发布一份政务新

媒体发展情况评估报告，评估一年中政务新媒体发展情况，发掘优秀账号和

典型案例，促进交流互鉴、共同提高。

从600余个账号中，将内容建设突出、传播力较强的头部账号找出来，

让各主办单位学有标杆；发掘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政民互动、办事服务等

方面的典型案例，让各主办单位干有示范。

ê梧楹榻榈ḿ镑趾х将政务新媒体纳入政务公开年度培训内容，

围绕如何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组织座谈交流，调研政务新媒体运营机制、

经验做法。

冀梧失可碗赋损尔х对于关注量低、影响力小、平台分散的政务

新媒体，有针对性推进整合提升。要求相关主办单位制订提升方案，向“摸

鱼”“躺平”说不。

越来越多的政务新媒体主办单位开始采用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解

读政策。一些为政务新媒体量身定制的政策解读产品开始“反哺”政府网

站，进一步丰富了政府网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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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优化政务新媒体发展环境三

ǔ梧恫鹏副翱栋法柄叭獁嗨镑趾倠申鵬罚付脘抖嗨椭冻
惟浪病狍閔х建立政务新媒体工作业务交流群，打通主办单位之间分享

经验、合作对接便捷渠道。有关主办单位结合实际，共同宣传政策、回应关

切，如苏州市教育局、公安局、医保局共同发布流动人口积分入学入医等政

策信息，提升政策宣传效果。

板梧恫鹏ǹ罚编ф练襄想胁镑趾倠敞懂状朊铽末嗨椭冻
惟浪病悉农х依托苏州市新媒体联合会、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等渠道资

源，为全市政务新媒体做优做强提供智力支持。

加强与政务新媒体关联各方沟通，发挥承上启下、协调左右、沟通内外

的纽带作用，拓展朋友圈

积极在账号管理、宣传推广、做优做强等方面聚合各方资源、争取更多

支持

努力为全市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优质

精品账号成长的土壤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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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梧恫鹏ǹ翱龅惟浪病鸟福镑趾倠胁耪赋波囱輯嗨椭冻
惟浪病边瘪х支持相关主办单位根据工作需要，与第三方新媒体平台开

展合作，放大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

2016年以来，苏州市新媒体联合会和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定期发布
“苏州市微信排行榜”，2020年又推出“苏州市政务抖音号排行
榜”，定期分析全市新媒体传播情况、内容亮点，在全市具有较大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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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有关主办单位通过微信朋友圈宣传共建美丽苏州、燃气安全、
防疫基本行为准则等工作。苏州市园林绿化局和张家港市、吴
中区有关部门分别与新浪微博合作推广苏州园林文化、“长江
文化节”活动、太湖生态旅游



11

广东省税务局深入推进税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以建设办税服务厅政务公开专区为依托，带动打造“实体+云

端”相结合的多元政务公开矩阵，促进纳税人缴费人获取信息更便

利、办税缴费更便捷。

广东省税务局  供稿

广东省税务局建好政务公开专区
助力税费支持政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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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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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建设为突破
“标准＋规范”夯实专区基础一

倗ǔ倛词龈嚯耪弟哦ф斡嘘丹

对公开的类别、内容、依据、主体、时限等关键要素，以可量化、可比

较、可评估、可监督的方式逐一细化要求，制定出台“一个办法、两份清

单、三套标准、四项文本”，促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管理办法

一个办法

三套标准

公开事项清单
工作流程清单

两份清单

主动公开文本
依申请公开文本
政府信息公开项变更文本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撰写文本

四项文本

公开事项标准

基础通用标准

评估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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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倗板倛騍陕培耪旋香ф!操鎏锶

完成县（区）级税务局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目录建设，并在网上统一公

开，实现全省133个县（区）级税务局网站的栏目设置、查询入口、公开信

息的统一。

倗ê倛骜丹朵午垧钚ф!先霖抻

依托基层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的硬件设施和税务信息化优势，强化物理

上的适度整合、资源上的有机聚合、服务上的深度融合，探索形成示范型、

通用型、简约型3种专区建设模式。

——在全功能办税服务厅建设示范型专区。专区设置“公开为民”“公

开便民”“公开惠民”三大版块，有机联通办税服务厅导税咨询台、自助办

税区、智能办税体验区、咨询辅导区和表单填写区五大功能区。

在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办税服务厅正式启用“基层政务公开专区”，以实

体化运作的模式打造政务公开样板。



15

——在智能办税服务场所建设通用型专区。按照“信息查阅”“政策咨

询”“自助办理”打造“查、询、办”三个功能区域，实现政府信息“一键

可查”、税费政策“一线可询”和自助业务“一站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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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以满足需求为导向
“公开+服务”优化专区功能二

倗ǔ倛粟抖椭冻赐咆ǹ载扌现冻瓣操

——在基层税务分局管理服务区建设简约型专区，将专区融入管理服

务区的导税咨询、自助办税、意见反馈区域，并配备平板电脑、触屏一体

机等。

针对基层政务公开内容不够全面系统、与社会公众的期盼相比仍有差

距的问题，坚持将政务公开与基层政务服务有机结合起来，集成化提升公

开信息“含金量”。

突出政策个性化推送，根据行业、纳税人类型、税种、主管税务机关

等情况，绘制纳税人“画像”，依托“线上+线下”资源，制作解读视频、

小册子、宣传单张等，精准送达已出台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大规模增

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看得到、听得懂、能理解、易获取”。

聚焦税收服务重大战略、深化税收征

管改革和减税降费等重点领域，系统集成

税务部门、属地政府等法定主动公开内

容，全景式、一体化公开政府信息。



17

优化税费政策咨询服务，在专区设立“政策咨询区”，以“人工+智能”

方式，开展税费优惠政策咨询和政策辅导，实现“线上自助+线下面对面”的

政策辅导服务。

助力建成“线下服务无死角、线上服务不打烊、定制服务广覆盖”的税

费服务新体系，主动公开办税缴费服务措施，推进办税缴费便捷高效透明。

通过语音助手与人工在线，提供涉税费事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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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倗板倛粟抖椭冻赐咆ǹ闈唇涑冻捏滅

助力深化建设“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要追

究、全过程强智控”的税务执法新体系，主动公开基

层税务执法信息，促进税务执法权规范行使。

助力纵深“数字政府+智慧税务”融合发展，创新搭建“基层政务公开一

键到达”功能界面，实现“百事可查、百事可晓、百事可办”。

在专区引入政税互联“智能柜台”，汇集税务、市场监管、
住建、水利、公安、社保等多部门数据，实现纳税人缴费人
“进一家门办多家事”。



以深化互动为切入
“线下+线上”扩大专区影响三

助力广泛听取群众诉求心声，拓

展专区民意征集互动功能，建设建言

献策区，贴心听取纳税人缴费人所期

所盼，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促进公开

透明、服务提升。

针对基层政务公开形式单一、互动性不够强的问题，“线下+线上”畅

通公众参与渠道。

专区打造VR体验区和闯关互动区，增强“沉浸式”体验感。

倗ǔ倛榈ḿ洙斜酥缗赐陛丰ǹ惟异培

探索“税务+”专区建设

模式，在村居、社区等服务站

引入税务“蓝盒子”远程辅导

设备和“粤智助”服务设备，

群众在家门口可享受“税务+

政务”服务。

19

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村
建设“税务+村务”政务公开专区



20
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以专区为阵地，组织税务开放日，邀请各类群体走进“税务”，开展现

场互动交流主题活动，推动公众公开体验进一步提升。

以基层政务公开专区建设为带动，广东税务基本实现基层政务公开全流

程权力公开、全过程服务公开、全要素事项公开、全渠道信息获取、全方位

监督评价等良好成效。

坚持同源发布、集群发展、

矩阵公开，融合运用报刊、广

播、电视、税务网站和新媒体

等，多渠道宣传解读政策。

倗板倛榈ɑ申鵬ｙ狍閔晗ｚ

邀请退役士兵代表参观专区，
了解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邀请“新开业”纳税人走进
专区，开展“开业第一课”
税收优惠政策培训。

组织开展“学党史 办实事”暨
“点赞税务 非常满意”开放日活动。

开展“税收小课堂”活动，
普及税法小常识。邀请各类中介协会走进专区

邀请纳税服务体验师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代表等
走进专区，组织增值税留抵退税定向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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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莒县积极贯彻落实稳经济、促发展系列政策要求，持续深

化助企纾困、为民服务工作措施，主动创新政策解读，加快释放政策

红利，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供稿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强化政策解读
推动释放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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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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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所需所盼，打造政策解读“高效链”一

围绕当前强信心、稳经济、促发展工作基调，聚焦百姓、企业“急难愁

盼”，梳理确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42项、民生政策（服务）事项清单118

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同时，组建全县政策解读人才库，进一步规范政策

解读队伍建设。

倗ǔ倛耪澌ｙ鞍法ǔ农ｚ

一是构建政策解读联动机制。充分运用“系统思维”加强行政资源统

筹，形成“县政府办公室牵头抓总、各有关部门单位分工解读、县融媒体中

心统一制作”的工作模式，确保解读程序明晰、内容实用。

倗板倛胁耪ｙ鞍按想弟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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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民生类政策灵活解读。围绕实用、易

懂、方便传播等群众需求，制作风趣幽默的

土味情景剧以及动漫、问答、解说等形式的

音视频，让政策解读接地气、合民意。

产业类政策专业解读。建立问需会诊机

制，通过走访座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动态对

接企业需求，分领域组织专家队伍提供精准

解读，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成立大

项目服务中心，下沉企业一线，提供保姆式

服务，手挽手协助企业解决在发展、创新中

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二是构建解读发布协同机制。以县

政府门户网站为依托，联动电视、广

播、政务APP等媒体，打造“政在开

讲”政策解读品牌，形成政策解读方

阵，实现主流媒体全聚合。



25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供稿

创新公开模式，构建政策输送“快车道”二

行政决策权威解读。将新闻发布会作为解读政策、回应关切、凝聚共识

的重要途径，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公众关注热点等做好新闻发布，准确传递

政府声音，正向引导社会舆论。

结合“送电影下乡”文化平台，在每场电影放映前，播放3-5分钟形式

多样、内容贴近基层群众需求的政策解读和服务指南小视频，通过一个平台

实现多点开花，扩大公开服务半径。

倗ǔ倛陈可樯赋婉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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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升级县、乡两级政务公开专区，完善“政策超市”，编制“服务事

典”。在全县4处城市书房开设“政务公开 + ”专区，归集陈列群众咨询频

次较高的政策（服务）事项，进一步延伸政策（服务）公开渠道。

倗板倛释玛赐咆閔检

持续开展惠企惠民政策大宣讲活动，鼓励党员干部学政策、讲政策、用

政策，优秀宣讲内容向电视、政务APP、自主化电子触摸屏等平台推送。组

织政策宣传志愿者，利用全县农村党员群众议事学习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将惠民惠企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和服务送户进家，推动政策实施与人民愿

景“同频共振”。

倗ê倛瘊鵬稚肺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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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公众参与，助推政策公开“零距离”三

在县为民服务大厅政务公开专区创新实施政务公开+政务服务“无柜

台”帮办服务。同时，依托政务服务热线、为民服务大厅和政务服务网，设

立政策咨询综合服务窗口，为企业、群众提供“一号答”“一站式”等“定

制服务”。

倗ǔ倛笛惟耪澌ｙ位匈福ｚ现冻诟

鼓励各部门单位创新政府开放日形式，邀请市民代表进机关、走流程、

看发展。2022年以来共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32次，当场解答政策咨询500

余条。

倗板倛倔锤朵咆玛椭虐咆驼谓侄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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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常态化做好市民代表列席政府常务会议、重大行政决策意见征集等工

作，做好“开门决策”；政府常务会议开到项目现场，企业家代表列席会

议；常态化开展“听民声、走基层”活动，倾听落实民生诉求；开办《行风

在线》广播节目，通过直播问答的形式，解答群众咨询和疑问、推动政策解

读点对点直达。

倗ê倛洙斜掊漚椭载镑趾资簽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技术支持：新华网

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