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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
202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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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令第

711号，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格式》（国办公开办函〔2021〕30 号）要求，现

公布威海市人民政府 202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内容包括：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收到

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

讼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事项，以及相关指标

统计附表等。报告中所列数据统计期限从 2024年 1月 1日到 12

月 31 日止。报告电子版可从威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weihai.gov.cn/）查阅或下载。公众如需进一步咨询

了解相关信息，请与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科联系（地

址：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 1号，电话：0631—5218070）。

一、总体情况

2024 年，威海市深入贯彻中央、省关于做好新时代政务公

开工作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

动政务公开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一）主动公开。全市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15.8 万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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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市政府规章 1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70件、市政府常务会议 16

次并全部解读，多形式开展政民、政企互动，依托政府网站互动

交流专题开展意见征集 73次、回应网上民声 8674条。组织开展

“阳光透明·公开入威”政府开放日活动 204场，不断提升政府

工作服务水平。

（二）依申请公开。指导全市各行政机关充分利用全市政府

信息依申请公开一体化处理平台功能，规范办理流程，加强部门

会商，最大程度化解矛盾、解决诉求。2024年，全市共办理 2745

件，同比增长 70.0%。从办理结果来看，予以公开 632 件，占

23.0%；部分公开 295件，占 10.7%；不予公开 212件，占 7.7%；

无法提供 1352 件，占 49.4%；不予处理 78 件，占 2.8%；其他

处理 176件，占 6.4%。

（三）政府信息管理。持续深化政策及解读集中统一公开，

归集展示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部门文件和区市文件等 7类共

4000余件政策。在政府门户网站开设惠企政策专区，收录国家、

省、市各领域重点惠企政策 246项，按减税降费、金融支持、资

金奖补、优化服务等多维度分类，实时查询相关政策依据、执行

期限、申报条件、办理流程、咨询服务等信息，切实解决惠企政

策“找不到、看不懂”等问题。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协调机制，指

导全市行政机关规范编制主动公开事项目录，逐项明确公开主

体、内容、时限、方式、渠道、责任等。

（四）平台建设。依托全市大数据“大模型”云平台，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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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站搭建知识分类和大语言模型，通过高频政策咨询事项搜

索反馈分析，不断充实完善问询知识库，创建政府门户网站政策

问答平台，及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深入开展整治“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清理整合政务新媒体账号 135 个，占清理前总数的

43%。其中，各区市、开发区共清理账号 109个，占清理总数的

77%。

（五）监督保障。根据国家、省、市关于做好新时代政务公

开工作的部署要求，编制《2024 年威海市政务公开重点工作及

责任分工》，明确完成时限，定期督导调度，确保重点工作落实

到位。将“重要政策解读率”纳入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

指标体系，统筹、精简、高效开展政务公开各项工作，切实减轻

基层负担。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 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制发件数 本年废止件数 现行有效件数

规章 1 0 21

规范性文件 70 80 566

第二十条 第（五）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2396726

第二十条 第（六）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1221957

行政强制 2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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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第（八）项

信息内容 本年收费金额（单位：万元）

行政事业性收费 302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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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5 16 0 2 1 5 2809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39 0 0 0 0 0 39

三、

本

年

度

办

理

结

果

（一）予以公开 620 11 0 1 0 0 632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只计这一情形，

不计其他情形）
292 0 0 0 1 2 295

（三）不予公开

1.属于国家秘密 5 1 0 0 0 0 6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 9 0 0 0 0 0 9

3.危及“三安全一稳定” 21 0 0 1 0 0 22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68 0 0 0 0 0 68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 15 0 0 0 0 0 15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 5 0 0 0 0 0 5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11 0 0 0 0 1 12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74 1 0 0 0 0 75

（四）无法提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 1309 1 0 0 0 2 1312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 38 0 0 0 0 0 38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 2 0 0 0 0 0 2

（五）不予处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26 1 0 0 0 0 27

2.重复申请 50 0 0 0 0 0 50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 0 0 0 0 0 0 0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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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

已获取信息
1 0 0 0 0 0 1

（六）其他处理

1.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

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

46 0 0 0 0 0 46

2.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

缴纳费用、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3 0 0 0 0 0 13

3.其他 116 1 0 0 0 0 117

（七）总计 2721 16 0 2 1 5 2745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103 0 0 0 0 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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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49 17 17 149 6 0 9 1 16 13 2 8 2 25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存在问题。一是政府文件库功能拓展不足；二是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智能化办理不足。

（二）改进措施。针对存在的问题，2025年将采取更加积

极有效的举措进行整改提升。一是拓展政府文件库功能应用。通

过优化查询分类和文件库页面板块设计，提高文件查询的便捷

性。拓展文件服务广度，实现政府文件库在电脑端、移动端、自

助终端设备等渠道的全覆盖。加强主题场景专题政策库建设，着

力解决群众“找不到、看不懂、不会办、问不清、反馈不了”等

情况。二是推进依申请公开办理规范智能。依托现有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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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平台，探索建立集分类归集、智能筛选等多种功能的依申

请公开案例库，逐步实现依申请公开办理智能化。针对个别律所

滥用诉权行为，积极与各级法院对接，强化“府院联动”，探索

从源头解决问题的新路径。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一）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方面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国办函〔2020〕

109号）规定，2024年全市共收取信息公开处理费 0.08万元。

（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方面

2024 年，政府系统共承办代表建议 116 件，经有关部门认

真研究办理，目前已全部办结并答复代表，办复率 100%。其中，

办理结果为 A 类（所提问题已解决或基本解决）112 件，占比

96.5%；办理结果为 B类（所提问题部分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解

决）1 件，占比 0.9%；办理结果为 C 类（所提问题受客观条件

限制暂时难以解决，待时机成熟后予以解决）2件，占比 1.7%；

办理结果为 D类（所提问题留作参考）1件，占比 0.9%。

2024 年，政府系统共承办政协提案 200 件，经有关部门认

真研究办理，目前已全部办结并答复，办复率 100%。其中，办

理结果为 A类（所提问题已解决或基本解决）的 191 件，占比

95.5%；办理结果为 B类（所提问题部分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解

决）的 7件，占比 3.5%；办理结果为 C类（所提问题受客观条

件限制暂时难以解决，待时机成熟后予以解决）的 2 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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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落实上级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方面

一是统筹保密安全和公开业务管理。健全信息公开保密审查

相关机制，严格保密审查程序，加强已公开信息管理，定期清理

已经不具备实际效用的信息，组织开展敏感信息的专项整治清

理，进一步防范开源信息汇集所造成的泄密风险。

二是编制完善主动公开事项目录。结合我市实际，指导各级、

各行业领域自上而下全面梳理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分

领域、分层级编制主动公开事项目录，做到法定公开事项主动公

开到位，其他事项审慎主动公开。

三是扎实推进依申请公开答复办理。指导全市各行政机关充

分利用全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一体化处理平台功能，规范办理

流程，加强部门会商，最大程度化解矛盾、解决诉求，提升公众

对政府信息公开满意度。

（四）创新工作方面

一是持续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统筹推进“1+7+N”政

务公开专区集成化布局，选取群众办事需求较高的公积金、医保、

社保、就业和人才服务、不动产登记等 8大专项领域，高标准一

体化打造政务公开和政民互动新业态，逐步打通政策数据共享壁

垒，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

二是深化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坚持以强化监督、优化

服务、保障权益、防范风险为目标，加强对用户用工数量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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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属性强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监督管理。打造交通运输

领域公共企事业单位政务公开品牌，切实解决交通运输行业发展

瓶颈问题，推动《山东省威海市交通运输领域政务公开的探索与

实践》在《中国政务公开发展报告》中刊发，典型经验在全国推

广。

（五）其他方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计算社会科学

与国家治理实验室联合发布《2024年网上政府创新发展报告》，

威海市政府网站位列全国地级市政府门户网站第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