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人民政府

2018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现公布 2

018 年烟台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本年报所列数据的统

计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由总体情

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

收费及减免情况、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主要问题和改进措

施等六个部分组成，电子版可在“中国烟台”（www.yantai.go

v.cn）政务公开专栏下载。如对报告有疑问，请与烟台市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办公室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区芙蓉路 6 号；邮编：

264000；电话：0535-6788157；传真：0535-6788120）。

一、政务公开工作总体情况

2018 年，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视察

山东、视察烟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 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

23 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

作的通知》（鲁政办发〔2018〕21 号）等文件要求，紧紧围绕



重大决策部署、重点领域、法治政府建设等方面着力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加强解读回应，扩大公众参与，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和平台建设，强化组织保障构建政务公开大格局，全面提升工作

能力和水平，提高公开实效，及时高效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进机构队伍建设

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5 月底，市政府办公室召开党组会

议，研究确定了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要求和计划，成立“市

政务公开专项工作办公室”，由办公室一名副县级干部具体牵头

负责，办公室有关科室共同参与，从县市区和市直部门抽调多名

工作人员集中办公，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有序开展。

二是召开全市政务公开及政务运行工作会议。7 月 6 日，组

织召开了全市政务公开及政务运行工作会议，各县市区政府（管

委）分管负责人和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会。会

议对全市政务公开有关情况做了通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

中作重要讲话，要求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全面完善政务公开保

障机制；聚焦问题，精准发力，全力扭转政务公开被动局面。这

次会议的召开，对推动全市政务公开全面深入开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

三是理顺机构明确职责。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办公室为政府信

息公开主管机关，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推进、监督检查本地区本

系统的政务公开工作。各县市区政府也相应成立工作机构，明确

各职能部门对本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负责，形成了主要领导亲



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为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完善制度机制推动公开规范落实

一是严格落实上级文件要求。7、8 月份，相继出台《烟台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通知》（烟政办发

〔2018〕22 号）和《关于加快落实〈烟台市推进重大建设项目

批准和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

开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等重要工作文件，部署全市下半年政

务公开工作。

二是组织编写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9 月份，着手编制《烟

台市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草案，下发到 24 个重点领域

牵头部门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对目录进行反复修改完善，经

有关部门和单位会签后之后提交市政府第 44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

过，以烟政办发 33 号文件发布实施。

三是建立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专栏。组织编制公共企事

业公开事项目录，加强分类指导，特别是民众关注的教育、生态

环境、文化旅游、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

热点事项，并将该目录纳入《烟台市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

录》，切实推进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工作。



四是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督查督办。8 月份，出台了《烟台市

政务公开工作督查制度》，对政务公开组织领导、政务公开内容、

形式、期限、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平台建设、效果的督查等七

项内容做重点督查。8 月 16 日至 24 日，组成专项督查组深入各

县市区进行现场督导，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网上检查、座

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基层政务公开工作开展情况，现场指出

在贯彻落实全市政务公开会议精神、工作推进和网站平台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督促加快整改，确保督查实效。

（三）围绕重点领域加大主动公开力度。

一是着力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政府信息公开。根据市级重点工

程、重点项目和重点城建项目清单，在“中国烟台”政府门户网

站开设“重点工程及重大建设项目”专栏，集中公开了 71 个市

重大建设项目批准服务、批准结果、招标投标、征收土地、重大

设计变更、施工管理、质量安全及竣工等 8 类 861 条重点公开信

息。规范发布办事指南、执行和管理，明确办理依据、期限、需

要提交材料目录等信息。加强招投标信息公开，督促有关单位严

格执行招投标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在政府网站上依法向社会公

布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中标候选人等信息。及

时公开征收土地信息，在门户网站上公布用地预审、土地招拍挂

结果、划拨供地结果等情况，加大土地供应计划、出让公告、成



交信息和供应结果公开力度，方便公众查询出让地块基本情况、

出让方式、出让成交时间、受让单位、成交价等信息，大力营造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市场环境。重大建

设项目牵头单位及时公开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共公开重大设计变

更、施工管理、质量安全及竣工等信息 140 条。

二是着力推进公共资源配置政府信息公开。按照政务公开工

作要求，进一步明确市级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细化公开事项、内容、时限、方式、责任主体、监督渠道等信息，

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立“公共资源配置信息”栏目统一发布，同时，

在“烟台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同步发布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

土资源和产权交易等 4 大类信息，集中发布办事指南、招标公告、

中标公告、交易公告、资格审查结果、交易过程信息、成效信息、

履约信息以及有关变更信息等，截至 12 月底，共发布全市公共

资源领域信息 14217 条，确保对外发布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公

开透明。

三是着力推进社会公益事业政府信息公开。按照要求主动、

全面、及时地公开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特别是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明确相关信息公开的主

体、内容、标准和程序等内容。在政府门户网站“社会公益事业

建设”专栏重点公开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临时

http://www.yantai.gov.cn/col/col11918/index.html?number=A170502
http://www.yantai.gov.cn/col/col11918/index.html?number=A170502


救助，公益事业资金分配、专项资金使用、社会组织信息、社会

福利等信息等信息 883 条。通过其他途径公开了低保长期公示制

度并按时更新社会救助人数、标准及资金支出等 128 条信息，发

布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信息、预防接种门诊基本信息、中东呼吸

综合征相关知识答问等公众关注热点问题 56 条，并在发布纠正

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医用耗材专项整治、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信息。食药监部门在本部门网站设立

“监督抽检结果公布”、“双随机抽查信息公开”、“你送我检”

等专题专栏，实时更新有关食品安全信息，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

共主动公开各类政府信息 7000 余条，其中，有关监督抽检类信

息共发布 300 余条，公告公示类 3000 余条。

（四）创新方式方法做好政策解读回应。

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置“政策解读”专栏，认真落实政策解读

要求，同步发布政策文件和政策文件解读，并做到文件和解读“双

关联”。一是聚焦重大工作部署进行政策解读。围绕出台的重要

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工作报告、招商引资等热点问题进行

公开公示，做好相关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等解读。公开了《烟台

市医养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2 年）》、《烟台市“十

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烟台市水土保持规划（2017-2030

年）》等重大政策解读，方便群众快速简捷了解政府工作。二是



聚焦民生做好解读工作。坚持保障群众利益为出发点，重点围绕

初初中高中招生政策、住房、养老、就业创业等与民生关系密切、

社会热点的重要工作，及时做好解读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先后公开了烟台市 2018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招

生录取工作、《烟台市直管公房管理办法》、《烟台市城市住房

保障管理办法》、《关于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实施意见》等解读信息，受到公众普遍欢迎。三是推进政策

解读形式多样化。统筹运用部门领导撰稿解读、专家解读、政策

问答、在线访谈、媒体专访、新闻发布会等方式，促使政策解读

传播可视可读可感。拓展政府网站互动功能，通过政民互动专栏、

网上民声等栏目，加强与民众的交流，解读政策信息，回应社会

关切，促进公众全面准确理解专业性强的政策。2018 年，市本

级举办新闻发布会 65 次，文字解读 200 多次，视频解读 23 次，

图解政策 25 次。

（五）坚持依法依规认真做好依申请公开。

2018 年，针对个别单位对依申请公开工作认识不到位，在

处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时，未能按规定流程、时限和规范文书

予以及时妥善答复处理等现象，通过培训会议、模拟暗访、下发

检查通知等形式，引导各级各部门提高认识，严格按照有关程序



办理，有效杜绝了不答复、不按时限答复现象。针对部分单位在

经办过程中对依申请公开流程不够熟悉，不注意痕迹管理的现

象，及时制定下发了依申请公开规范答复“七要素”模板，明确

受理、审查、处理、答复、提供、归档等环节要求，建立了登记、

会办、答复、寄送、归档等一整套工作体系，有效提高了答复质

量。

二、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主动公开政

府信息 86076 条，其中，市本级及其工作部门主动公开 16817 条，

县市区政府（管委）及其工作部门主动公开 69259 条。其中，主

动公开政府信息主要有：机构职能类信息 2550 条，占 2.96％；

政策、规范性文件类信息 15617 条，占 18.14%；“放管服”信

息 3534 条，占 4.11％；重点领域信息 42317 条，占 49.16％；

专栏信息 19076 条，占 22.16％，其他信息 2982 条，占 3.46%。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8 年，市政府及部门共受理依申请公开申请 392 件，截

止到 12 月 31 日，属予规定时间内应当予以答复的 373 件，答复

率 100%，其中“属于已公开”的 78 件，占 20.91%；“同意公开”

的 170 件，占 45.58%；“同意部分公开”的 4 件，占 1.07%；不

同意公开数 8 件，占 2.14%，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6 件，涉及商



业秘密 1 件，涉及个人隐私 1 件，不属于《条例》所指信息 0 件。；

“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的 58 件，占 15.55%，“申请内容不

存在”27 件，占 7.24%，告知做出更改补充数 19 件，占 5.09%；

告知其他途径办理数 9 件，占 2.41%。

四、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在履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职能过程中，均

严格执行《条例》和国家、省相关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费用

全部在行政经费中列支，没有向申请人收费。

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本年度，全市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

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提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案件 17

起。市行政复议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 5 起，被依法纠

错 4 起。全市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具体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行政诉讼案 12 起，被依

法纠错 0 起。

六、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公开情况

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和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交由

市政府办理的建议提案共计 663 件。其中，市人大代表建议 207

件、市政协提案 453 件，分别由市政府系统 65 个部门和单位、

10 个县市区政府（管委）承办。目前，所有建议提案已全部办



结，办复率达到 100%，满意率达到 99%。从办理情况看，建议提

案所提问题已解决或基本解决的 478 件，占总数的 72%，比上年

提高 0.3 个百分点；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规划逐步解决的

124 件，占 19%，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所提问题受客观条

件限制暂时难以解决的 61 件，占 9%，比上年降低 0.7 个百分点。

另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会同市政府分别筛选确定 14 件人

大代表建议、16 件政协提案，作为今年市领导重点督办的建议

和提案，占建议提案总数的 4.5%。

七、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一是政务公开意识有待提升。个别单位对政务公开工作重视

不够、认识不到位，认为政务公开是宣传部门、网络建设部门或

信息中心的工作职能，认识上仍有偏差。

二是政务公开队伍有待加强。基层负责政务公开工作人员多

数为兼职人员，一些同志兼顾多项工作，导致疲于应付，严重影

响工作效果。

三是工作质量水平还不够高。有的单位开展政策解读形式比

较单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范围和内容仍需深化，重点领域的

政府信息虽已按要求主动公开，但公开的范围仍然不够广不够深

入。一些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性还不够强，特别是处理依申



请公开方面依然存在不够规范等问题，答复能力有待进一步提

升。

（二）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加大考核督查力度。充分发挥考核督查“指挥棒”

作用，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考核检查指导，强化《条例》要求

和上级关于政务公开相关工作部署的执行力度，着力提高各县市

区各部门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对政务公开工作的认识，增强工作

实效。

二是进一步提升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化。认真落实《条例》要

求，进一步规范政府文件、会议、解读等公开内容，规范受理格

式文本和程序，实现政府信息由“有”到“好”的提升。持续深

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进一步加大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

共资源配置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等信息公开力度，推动重点

领域信息公开不断纵深发展。

三是进一步加强机构队伍建设。强化人员力量，指定专人负

责，通过集中培训、结对帮扶、轮训跟班学习、工作现场会、经

验交流会、调研考察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全市政务公开工作人

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



2018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
（烟台市本级）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 1 条） 条 16817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33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33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76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5439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921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422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233

二、回应解读情况（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 1 次）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 1 次） 次 671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29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9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26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11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513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264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10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收到申请数 件 392

1.当面申请数 件 35

2.传真申请数 件 10

3.网络申请数 件 174

4.信函申请数 件 172

5.其他形式 件 1



（二）申请办结数 件 373

1.按时办结数 件 357

2.延期办结数 件 16

（三）申请答复数 件 373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78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170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4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8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6

涉及商业秘密 件 1

涉及个人隐私 件 1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0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58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27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19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9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67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65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2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211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202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7

（三）其他情形数 件 2

六、被举报投诉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七、向图书馆、档案馆等查阅场所报送信息数 条 11139



（一）纸质文件数 条 6765

（二）电子文件数 条 4374

八、开通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或设立门户网站信息公开专栏）数 个 71

（一）市政府及部门门户网站 个 56

（二）县市区政府门户网站 个 15

（三）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门户网站 个 0

九、市政府公报发行量

（一）公报发行期数 期 12

（二）公报发行总份数 份 57 万

十、设置政府信息查阅点数 个

（一）市政府及其部门 个 48

（二）县（市、区）政府及其部门 个 187

（三）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个 18

十一、查阅点接待人数 次

（一）市政府及其部门 次 15426

（二）县（市、区）政府及其部门 次 26794

（三）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次 5060

十二、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0

十三、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151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253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654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人 151

2.兼职人员数 人 503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

护等方面的经费）
万元 46

十四、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66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41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1438

（注：各子栏目数总数要等于总栏目数量）



2018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
（烟台市行政区域汇总统计表）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 1 条） 条 86076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140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140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357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77539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4659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1302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6813

二、回应解读情况（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 1 次）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 1 次） 次 7751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66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15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359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64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3711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2495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1120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收到申请数 件 680

1.当面申请数 件 66

2.传真申请数 件 10

3.网络申请数 件 258

4.信函申请数 件 345

5.其他形式 件 1



（二）申请办结数 件 658

1.按时办结数 件 632

2.延期办结数 件 26

（三）申请答复数 件 658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145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275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22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25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6

涉及商业秘密 件 3

涉及个人隐私 件 2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11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3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93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52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30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16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159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108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18

（三）其他情形数 件 33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258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229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12

（三）其他情形数 件 17

六、被举报投诉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七、向图书馆、档案馆等查阅场所报送信息数 条 19352



（一）纸质文件数 条 9765

（二）电子文件数 条 9587

八、开通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或设立门户网站信息公开专栏）数 个 71

（一）市政府及部门门户网站 个 56

（二）县市区政府门户网站 个 15

（三）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门户网站 个 0

九、市政府公报发行量

（一）公报发行期数 期 12

（二）公报发行总份数 份 57 万

十、设置政府信息查阅点数 个

（一）市政府及其部门 个 48

（二）县（市、区）政府及其部门 个 187

（三）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个 18

十一、查阅点接待人数 次

（一）市政府及其部门 次 15426

（二）县（市、区）政府及其部门 次 26794

（三）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次 5060

十二、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0

十三、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151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253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654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人 151

2.兼职人员数 人 503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

护等方面的经费）
万元 46

十四、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115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195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6938

（注：各子栏目数总数要等于总栏目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