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部署 积极推进政务公开
 
本刊评论员

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具有重

要意义。

政务公开是行政机关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全过程公开，加强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平

台建设、数据开放，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的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务公开，今年我国在政务公开方面屡次提速，打响“突围战”。继年

初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并明确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后，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印

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进一步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开”，

持续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这一细则被视为政务公开突围战中具有可操作性的“行动指

南”和“执行手册”，对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使我国向着建设透明高效政府的目标更进一

步。具体来讲，《实施细则》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明确要求：

——着力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实施细则》要求将“五公开”落实到公文办理程序

和会议办理程序，并对公开内容进行动态扩展和定期审查。根据细则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要坚持以公开为常

态、不公开为例外，建立健全主动公开目录，就本部门本系统主动公开的内容、主体、时限、方式等编制目录

并动态更新。将在全国选取100个县（市、区），围绕土地利用规划、拆迁安置、环境治理、扶贫救灾、就业社

保等开展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强化政策解读。《实施细则》要求，国务院发布的重大政策，国务院相关部门要进行权威解读，部门

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解读人和责任人”。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做到政策性文件与

解读方案、解读材料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市场预期等重要政策，要善

于运用媒体，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开展政策解读，做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沟通工作，及时准确传递政策

意图。

——积极回应关切。《实施细则》要求，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回应责

任，突出舆情收集重点，及时研判处置，做好政务舆情的回应工作。对群众反映的实际困难和重大问题，研

究解决或调查处置情况要及时公布。对公众不了解情况、存在模糊认识的，要主动发布权威信息，释疑解惑。

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发布信息引导纠正。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最迟要在5

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持续发布权威信息，有关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带头

主动发声。

——加强平台建设。《实施细则》要求，要强化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明确各级政府办公厅（室）是本级政

府网站建设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打通各地区各部门政府网站，加强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提升网站的集群

效应，形成一体化的政务服务网络。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平台做好政务公开，发挥好政府公报的标准文本作用。

——扩大公众参与。《实施细则》要求，国务院部门和省级政府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法规规章、重大

建设项目等方面，让公众更大程度参与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公众权益的重要决策，

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须通过征求意见、听证座谈、咨询协商、列席会议等方式扩大公众参与。探索公众参

与新模式，不断拓展政府网站的民意征集、网民留言办理等互动功能，积极利用新媒体搭建公众参与新平台。

——加强组织领导。《实施细则》要求建立健全政府公开领导工作机制，协调处理政务公开顶层设计和

重大问题，并完善政务公开协调机制，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与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紧密协作，指导协调主要

媒体、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运用全媒体手段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同时，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有

效的量化评估机制，加强教育培训和考核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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