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里镇 2010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要求，由邹城市郭里镇政府编制的 2010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

年度报告。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情况和其他

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 报 告 的 电 子 版 可 在 “ 邹 城 市 政 务 网 ” 门 户 网 站

（http://dlrk.jining.gov.cn/）进行下载。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郭里镇人民政府，联系电话：5630001。

一、概 述

根据《条例》要求，2008 年 5 月 1 日起本单位开始开展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为此，专门配备了 2名全职工作人员，2 名兼职工作人

员，设立了 1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点，并开辟了公共查阅点、电话

咨询服务。截至 2010 年底，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政

府信息公开咨询、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

按照区政府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统一要求，我镇很好地完成了

《2010 年度邹城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细则》中的工作。具体做

法是：

第一、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我镇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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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作，镇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分别听取信息公开办公室对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汇报，进行专题研究，要求统一思想，落实责任，切实推进

信息公开工作。落实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对分管范围负领导责任、

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对本科室负直接责任的工作制度，切实做到层层分

解抓落实，一级对一级负责、一级抓好一级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

第二、规范程序，严格把关。我镇遵循“谁公开、谁审查、谁审

查、谁负责，先审查、后公开”的原则，在公开信息前，按照以下程

序严格审查：（一）提出政府信息属性：政府信息的制作或获取部门

根据政府信息的内容，提出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属性。

属于不予公开的，应注明理由。（二）核实政府信息属性：政府信息

的制作、获取部门以“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单”形式送政府信息保

密审查机构审查。政府信息保密审查机构应当在收到“政府信息公开

保密审查单”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

应经主管领导同意。延长答复期限不得超过 7 个工作日。拟公开的政

府信息涉及到第三人权益的，审查机构应征求第三人意见，所需时间

不计算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内。（三）确定政府信息属性：根据

保密审查机构的意见，主管领导确定政府信息属性。对不能确定的，

报有关主管部门或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对于 2 个以上（含 2 个）

行政部门联合发文的，由主办部门协商各发文部门确定属性。（四）

编入政府信息目录：根据确定的政府信息属性，分别编入政府信息公

开目录和依申请公开目录。对于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做好答复

预案。



第三、畅通政务公开渠道。我镇本着“信息共享、就近查询、分

级受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畅通政务信息公开渠道。方便公众及时

了解查询，在政府信息网站公开的同时将在李桥信息网上开设专栏，

主动公开各类政务信息，定期对所公开政府信息做到及时维护和更新，

并设有政府信息公开意见信箱，定期查看、回复百姓所提出的各类意

见。其次，在一站式办公大厅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咨询、申请点，

印发郭里镇政务公开宣传手册，方便百姓查询所公开的各类信息，有

专门接待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对于有疑问的还将作出正确解答。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情况。

本单位 2010 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81条，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

100%。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机构职能类信息 8 条，占总体的比例为

9.87%；法规文件类信息 7 条，占总体的比例为 8.64%；行政职责类

信息 0 条；业务动态类信息 80条，占总体的比例为 81.48%。

（二）公开形式。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我镇采取了以下几

种公开形式：政府网站公开：及时更新政府网站，在信息形成的 20

日内上网公开；信息公开大厅：设有专门接待窗口，随时接待有政府

信息公开需求的人员；档案室文件查询功能：档案室按照有关规定，

提供信息公开查询、调阅服务；广播站宣传：将政府的主动公开信息

在广播站反复广播，扩大知晓率。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申请情况：我镇 2010 年度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

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2010 年，我镇未发生针对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

五、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主要问题：1、公开的信息量较小。2、对公开的政府信息缺少必

要的解释。3、公开的形式还比较单一。4、某些干部对政府信息公开

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到位。

改进措施：1、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数量。通过政府信息公开，

推动政令畅通。2、对公开的政府信息加以说明，帮助百姓全面理解

应用，避免误解、歧义。3、探索百姓乐于接受的公开形式。4、加强

对机关工作人员的教育，切实提高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 从

为人民服务、推动政府工作的高度认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