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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工作交流
宿州市政务公开办公室 第 6 期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五日

砀山县：着力打造基层政务公开向村（居）
延伸新模式

近年来，宿州市不断推动基层政务公开向村（居）延伸，探

索推动基层政务公开与社会治理、为民服务相结合的新模式，努

力打通基层政务公开“最后一米”。

一、“干群夜话”，政民互动面对面

砀山县组织乡镇（街道）党政班子成员与村（社区）“两委”

干部组成工作小组，到各村（社区）开展“干群夜话”活动，以板

凳会、圆桌会、街头巷尾村民聚集点访谈等形式，坐下来，与群

众进行面对面、心对心的交流。

（一）开好“板凳会”，有话说当面。利用农忙赋闲的夜晚时

间，组成工作组分别到村开展“干群夜话”活动，镇村干部和群众

坐在一条板凳上，围绕宣传政策、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解民忧等

方面开展工作。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聚

焦解决村民困难事、群众烦心事、民生揪心事。组织党员干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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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向群众宣传政策法规，邀请党员致富能手、“五老人员”等为群

众宣讲农村实用种植技术、红色故事等。

（二）开好“圆桌会”，有事摆桌面。群众和镇村干部围着桌

子坐一圈，没有主席台，没有发言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

抒己见，畅所欲言。老百姓们大多反映问题会涉及道路垃圾桶的

增设、路灯修缮、杂草清理、排水沟堵塞、河道清理、垃圾清运

等群众关心的身边事、要紧事。镇村干部们会围绕乡村振兴、人

居环境、土地流转、产业发展等村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政

策宣讲。围绕村级财务收支、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资产资源处置

等大事项，当着群众的面聊清楚、讲明白，并征求意见建议，掌

握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和真实诉求。

二、“掌上公开”，信息传递点对点

砀山县 175 个行政村的村民不论身在何处，只需打开手机或

电脑，登陆砀山县村级“小微权力”网络监督平台，输入个人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就可进入本村“小微权力”网络公开页面，随时随

地对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情况进行“掌上”实时监督。

（一）编制“三个清单”。一是事项清单。砀山县编制了“小微

权力”公开事项清单，包含党务、村务、财务等 18 类 35 条事项，

重点突出农村“三资”管理、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社会救助、党

员发展、惠农政策落实、公共服务提供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

项。二是流程清单。依据村级“小微权力”事项清单和相应规章制

度，绘制 35张“小微权力”流程清单，明确每一项权力的范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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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主体、办理方式、办理时间、纪律规定等具体要求，实行权

力运行全程公开。三是责任清单。责任清单明确了承担推进“小微

权力”规范运行主体责任，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县乡纪委

承担监督责任，负责“小微权力”运行的督促检查，及时查处违纪

违规问题。村级纪检员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对“小微权力”运行和

公开情况开展监督，及时向乡镇和有关部门报告监督情况。

（二）整合“三项功能”。一是优化监督功能。建设“小微权力”

网络监督信息公开网，把“小微权力”事项清单、流程清单、责任

清单全部在平台信息公开网公布，群众可通过手机端“砀山发

布”“廉洁砀山”“老家砀山”等微信公众号，在线查看村级管理所

有事项和反映权力运行过程的原始单据（发票）。二是强化互动功

能。建立网络监督平台留言系统，群众浏览本村信息时可在线留

言或提问，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可在线投诉和举报。在村级网络监

督平台客户端主页上线“信息公开”“乡村振兴”等专栏，及时更新

和推送政策文件。三是深化宣传功能。根据“小微权力”不同类别，

在细分页面上线“政策解读”“申报流程图”等详细内容，实现定向

宣传、对点宣传，提高了政策宣传的实效性。

三、“马上就办”，政策落地实打实

砀山县始终坚持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

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当作工作首要任务来抓。创办了“马上办”联系

服务群众平台，依托微信小程序进一步拓宽了群众民意诉求反映

渠道，推动了惠民便民政策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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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造服务群众平台。“马上办”程序码贴在村民家门口，

不用下载 APP，不用注册，只需打开微信扫一扫进入小程序主页，

简单输入姓名、电话，通过留言或者拍照等方式就能反映问题提

出诉求，问题反映“24 小时不打烊”。对于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

程序码上暖心提供了“书记马上办热线”，后台工作人员对小程序

及热线反映问题进行登记、收集和分类，并在第一时间将分类后

的问题进行签批办理，专人专班紧盯群众诉求限时办结，实现群

众不出门，问题快解决。

（二）提供精准便民服务。群众诉求反映民生服务、政策咨

询、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矛盾纠纷等多领域问题。对照群众反

映问题，查清病灶、对症下药，全力推动问题解决，为群众提供

更精准的服务。实现了信息汇聚“一个码”，调解处置“一条龙”。“马

上办”把平台搭建在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从“最多跑一次”到“一

次不用跑”，从“出门办”再到“居家办”，让数据“跑腿”代替群众“跑

路”，小小一个程序码不仅深化了为民服务而且是一个基层治理不

断提升的过程。随着“以群众为中心”的多元治理让群众成为社会

管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和评判者，“马上办”架设了一座党心民意

“连心桥”。



— 5 —

宿州市文旅局：加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宿州市文旅局大力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做到日常监管“不越位”，薄弱环节“不缺位”，为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秩序，稳住经济大盘，助推宿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力。2022 年，被评为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优秀单位。

一、定标准，动态调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清单

宿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对照权力清单，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

规定的检查事项，制定《宿州市文化和旅游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根据市场主体设立情况，不断完善“两库一单”，结合监管重点，

合理确定一般检查事项、重点检查事项以及各自的抽查比例，促

进执法资源科学和合理使用；动态调整本级本部门检查对象名录

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确保本级本部门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

“应纳尽纳”；持续推进对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的分类标注，

做到分类科学、标注统一，实现对检查对象的精准抽取、对执法

人员的精准匹配，提升监管效能。

二、严规范，公平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计划

按照《2022 年度市文化和旅游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

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每次抽查，每次抽查都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抽查工作方案和抽查结果向社会公开。需调整年度抽查计划的，

严格履行相关工作程序，并将调整后的年度抽查计划及时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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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对于省级统一发起下派的抽查任务，有序做好任务接收、

人员匹配、实地核查、公示处理等环节；对于我局牵头发起的联

查任务，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制定联查实施方案，有序做好分类建

库、抽取派发、人员匹配、实地核查、公示处理等环节；对于本

局自行发起的检查任务，加强跟踪督导，确保按时按质完成。

三、重协作，合力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根据宿州市商改办《关于印发宿州市“一业一查”跨部门联合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宿商改办字〔2022〕8 号）要求，市

文化和旅游局结合监管实际，联合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部门制定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实施方案，细化

职责分工和工作任务，科学合理确定联合部门数量，不盲目追求

参与部门多、事项覆盖全，使部门联合抽查成为与其他部门间日

常协同监管的主要监管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的干扰，使其能真切体会到“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

环境所释放的红利。

四、求实效，全面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效能

严格按照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实

施差异化监管，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效能。将信用风险分

类管理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有机结合，对不同信用风险等级

的主体，实施差异化抽查，对风险高的要加大抽查比例，对风险

低的可减少抽查比例，充分体现“无事不扰”、“有事必查”；依托

事中事后监管平台和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建立信用信息归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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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机制，将履职过程中产生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通

过协同监管平台按时录入公示，全量归集，并确保所提供信息的

准确、全面、真实。

五、强衔接，依法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闭环

宿州市文旅局不断完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的后续处置机

制，实现监管闭环。加强随机抽查与后续监管的有效衔接，按法

定程序及时移交有处置权限的机构和相关部门，涉嫌犯罪的及时

移送司法机关。着力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监管的有

效衔接，对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强化信用监

管的基础性地位和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自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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