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虹口区政府
2021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的要求,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编制。全文包括总体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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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以及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等。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21

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本年度报告可在“上海虹口”

门户网站（www.shhk.gov.cn）下载。如对本年度报告有任

何疑问，请联系虹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地址：飞虹路 518

号，联系电话：021—25658888 转）。

一、总体情况

（一）主动公开方面。

2021 年，通过“上海虹口”门户网站、《上海市虹口区

人民政府公报》等平台主动公开行政规范性文件 1 件，区政

府其他文件 81 件，人事任免文件 53 件。

1.坚持需求导向，深化政策解读。指导各单位聚焦政府

重点工作和热点议题，充分利用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渠

道进行解读，运用多种形式发布本区政策并配套解读。多元

化解读形式占比超 75%。



2.做实决策公开，扩大公众参与。3 月 31 日前发布区政

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

工作机制，积极落实决策预公开、邀请利益相关方列席政府

决策会议等工作，3 次邀请利益相关方列席区政府常务会议。

指导各单位围绕重点领域集中开展政府开放活动，全年开展

30 余场。

3.优化标准目录，强化联动展示。指导各单位优化调整

政务公开全领域标准目录，对重点工作部分公开事项进行再

梳理和再细化。强化公开事项和具体公开内容的联动展示，

实现公开内容的一键查阅。

（二）依申请公开方面。

优化依申请工作流程，提高办理质量。加强收费管理，

指导各单位尤其是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

区规划资源局等依申请公开量大的单位依规开展收费工作。

2021 年，区政府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74 件，已答

复 80 件（含上年度结转申请 11 件），均在法定期限内予以

答复。

（三）政府信息管理方面。

加大公文类信息公开力度，理顺公文公开属性源头认定

和发布审核机制。准确统计各部门公文主动公开率，实时监

测门户网站信息更新量、政策解读情况等，通过信息化手段

提升信息公开工作实效。

（四）平台建设方面。



1.优化线上主渠道建设。立足主阵地“上海虹口”门户

网站，调整专栏设置，开设“政策文件”子栏目，对所有主

动公开公文及解读材料作集中展示，推进公文库数据对接工

作；增设“主动公开公文库”、“十四五”规划等专栏。拓

展线上公开渠道，依托“随申办”推出“掌上驿站”，开设

“虹课堂”。

2.完善线下功能建设和政府公报功能。拓展区行政服务

中心政务公开专区功能，在专区（点）建设上实现以点带面；

编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公报》4 期，新收录政策解读

材料。

（五）监督保障方面。

1.加强业务培训。开展新进公务员政务公开通识培训 2

次；召开全区政务公开培训会，开展实务培训 2 次。

2.强化激励、问责和监督。将政务公开纳入绩效考核指

标体系，主动公开考核结果。强化与区融媒体中心联动，督

促指导各单位加强网站公开内容日常维护。委托第三方开展

政务公开评估，有针对性地加强整改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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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行政规范性文件 1 3 8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53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0



行政强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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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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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3 0 0 0 0 74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11 0 0 0 0 0 11

三、本

年度办

理结果

（一）予以公开 22 1 0 0 0 0 23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只计这一情形，

不计其他情形）
0 0 0 0 0 0 0

（三）不

予公开

1.属于国家秘密 0 0 0 0 0 0 0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 0 0 0 0 0 0 0
3.危及“三安全一稳定” 2 0 0 0 0 0 2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0 0 0 0 0 0 0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 0 0 0 0 0 0 0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 0 0 0 0 0 0 0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0 0 0 0 0 0 0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7 0 0 0 0 0 7

（四）无

法提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 37 1 0 0 0 0 38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 5 1 0 0 0 0 6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 0 0 0 0 0 0 0

（五）不

予处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0 0 0 0 0 0 0
2.重复申请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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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

取信息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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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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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3.其他 4 0 0 0 0 0 4
（七）总计 77 3 0 0 0 0 80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5 0 0 0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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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 0 1 11 0 0 0 0 0 4 0 0 0 4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21 年，区政府政务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对照区域发展需求及群众期待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突出

体现在: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等渠道建设仍有不少拓展空

间，有待进一步强化；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尚处在初

级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化；公众对政务公开的参与度、获得

感不够强，有待进一步提升。对此，将着重通过以下措施改

进相关工作：

一是进一步优化拓展线上线下公开平台与渠道。不断优

化门户网站建设与管理，对门户网站、政务公开工作平台进

行改版重建；继续强化新媒体平台建设，运用大数据，搭建

标签管理，实现政策精准推送，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

人、政策找企业”；在已有的线上线下政务公开渠道基础上，

深入推动信息公开进商圈。

二是持续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继续强化标准化规范

化成果创新性应用，加强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成果的

应用和推广。

三是继续在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创新互动方式上下功

夫，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解读、公众参与机制。同时，



对公众通过信息公开渠道提出的意见建议有没有被采纳、后

续如何落实，及时公开反馈，形成有效的“双向”沟通机制，

使公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与个人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

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021 年，区政府严格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有关政务

公开工作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2021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国办发〔2021〕12 号）、《2021 年上海市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沪府办〔2021〕21 号）、《2021 年虹口区政务公

开工作要点》（虹府办发〔2021〕9 号）要求，较好完成了

各项既定目标任务。

（一）重点领域工作推进情况。

1.建立健全制度规范。编制并印发《2021 年虹口区政务

公开工作要点》，形成本区 7 个方面、22 项工作、65 条具

体任务，并逐条明确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凸显虹口工作特

色，着力促进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严格落实《上

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及配套文件,制定印发《虹口

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意见》，明确 9 个方面共 79 条事

项；梳理形成《虹口区政务公开专区制度》，强化政务公开

专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2.深入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施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动态管理，持续优化调整全区 28 个组成部门及 8 个街道全

领域标准目录。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向居委会延伸。建立

居委会规范化建设标准，做实线下硬件和公开渠道规范化建



设；拓展线上居务公开，发布《虹口区社区居务公开工作指

引（试行）》，并在“上海虹口”门户网站设置“居务公开”

专栏，指导 23 个试点居委会公开涵盖财务收支、为老服务、

社会救助等信息。

3.做细重点领域信息公开。聚焦“十四五”“六稳”“六

保”“两大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及时公开政

府文件、区政府会议、规划计划、行政权力、统计数据、公

共监管、公共服务、国有资产等信息。设置“奋进‘十四五’

启航新征程”专栏，集中公开本区“十四五”规划纲要、专

项规划、空间规划、历史规划等，展示全区规划体系。指导

相关部门通过门户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平台广泛发布疫苗接

种、核酸检测点等防疫相关信息；及时公开房屋征收、保障

性住房等公共资源信息；集中公开区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合

同、施工许可、中标结果、项目报建和质安监等重大建设项

目批准和实施领域信息。指导相关部门做好社会救助、社会

福利、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灾害事故救援、公

共文化体育等 12 个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的全流程信息公

开。指导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全面公开专项资金（财政资金

直达基层）、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地方债、社会公共资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等信息；全链条公开重点审计项目计

划、审计结果及审计整改结果等信息。指导区市场监管局开

展“餐饮安全你我同查”直播检查活动，每月定期公开食品、

药品、医械、产品质量等公众关注领域的抽查检测结果。

（二）创新工作情况。



一是增设特色专区。探索“智能政务服务窗口”建设，

在北外滩企业服务中心增设特色专区（联动分区）与区行政

服务中心公开专区（主阵地）形成联动，创新智能机器人“小

虹”智能问答等工作模式。在特色专区（联动分区）设置政

策解读区，区领导、各部门开展专场解读活动就重要政策为

公众集中答疑解惑。

二是推动信息公开进商圈。探索将政务公开嵌入重点商

圈。2021 年，选取白玉兰、太阳宫等重点商圈，将信息公开

重点模块，如决策公开、标准化应用，以及新冠疫苗接种点

等重点领域信息嵌入商圈自助设备，使市民群众在非行政场

所也能通过扫码形式，查询到重要的便民信息。

三是打造“掌上驿站”。在区、街道、社区三级层面设

立“政务公开服务专区（点）”的基础上拓展线上公开渠道，

依托“随申办”推出掌上市民驿站，推进社区管理和社区服

务数字化。“掌上驿站”有随申办移动端和市民驿站一体机

两个端口，移动端位于线上，服务于熟悉手机操作的群体；

一体机端位于线下，主要服务于市民驿站老年人。“掌上驿

站”整合了街道及社会第三方优质服务资源，目前已实现 6

大类 100 余项的线上服务。

四是创新线上培训模式。在“随申办”虹口旗舰店设置

“信息公开每日一练”模块，要求本区各单位所有从事信息

公开的工作人员（不仅限于）每天登陆模块打卡练习，做到

信息公开“天天学、每日练”，各单位的成绩排名作为年度

考核的重要参考指标。同时，非机关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热



心市民”通道进行打卡练习，加强市民群众对《条例》《规

定》等的了解，进一步宣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三）信息处理费收取情况。

2021 年，区政府未收取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