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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局坚持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围绕“便企利民、优化营商、

智能审批”，提高行政审批效能，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将法治建

设工作落实到政务服务工作各个环节，依法履职服务能力不断增

强，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将我局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积极推动政府职能向政务服务转变。致力于打造法治

化营商环境，以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为全县各类企业

和广大群众提供一流的营商环境和政务服务。目前，睢县政务服

务中心共进驻 38 家单位，设 118 个窗口，进驻 2145 项业务，部

门进驻率 100%，事项进驻率 100%，一窗受理实现率 100%。推动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深化“放管服”改革，汇总 181 项高频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单，涵盖户政、医保、社保等多个

领域多个事项，并将清单在大厅进行公示，可实现线上办理各项

跨省业务，有效解决了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

等问题。

（二）全面推行服务大厅“一窗受理”。专区分设 7 个“综

合窗口”，由“一事跑多窗”变为“一窗办多事”，全面实现“前

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窗口统一出件、邮政免费邮寄”政



务服务新模式，实现“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清单共计 206 项。通

过进一步精简审批程序、优化审批流程，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限，

大大提高了政府服务企业和群众的效率。实现“好差评”和纪委

“码上监督”全覆盖，设立“办不成事”和“有诉即办”窗口，

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完善标准化监督评价机制，强化

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意识。对于不能线上办理的事项采用静态二维

码评价方式，对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及办理流程进行评价。该窗口

开设以来，共接待群众 83 人次，为群众当即解决问题 26 次，通

过帮代办、容缺受理办理事项 43 件，群众满意度 100%。2023 年，

群众通过 118 个窗口扫描“好差评”二维码进行评价 7120 次，

好评率 100%。

（三）持续推动惠民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建立健全政务

数据资源归集共享机制，通过信息共享和数据比对，提高政务数

据资源归集质量，为推动我县惠民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夯实基

础。目前我县已初步梳理出了一批惠民惠企政策清单，共计 47

项已在政府网上进行公示，其中 10 条已录入免申即享平台，并

编制办事指南，明确政策匹配条件，及时根据政策变动对清单做

出动态调整。

（四）持续推动审批事项“免证可办”。群众、企业到政务

部门申办业务时，不需提供或上传纸质证照（证明）或者复印件，

通过电子证照在线无感调用、电子亮证核验等方式，在社保卡申

领、不动产办理等 31 家单位、2251 类审批事项中实现“免证可



办”。

（五）推动增量房契税申报实现“非接触式办税”。进一步

便捷纳税人交易办理，获商丘日报第一版报道。睢县行政审批和

政务信息管理局主动对接县房产中心、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和县税

务局等部门，对房产登记备案、不动产房屋登记等信息进行数据

融合共享，打通政务信息交互壁垒，通过市大数据平台对数据进

行检测保护。于 7 月 20 日在全市各县率先实现通过“河南税务”

App 进行网上契税申报，切实方便了群众，也减轻了税务工作人

员线下办理的压力，对全市各县（市、区）乃至全省类似的县（市、

区）实现契税申报都有较大的推广作用。

（六）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动态

管理。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等基

本程序，积极改进规范性文件制定办法，从合法性、必要性、可

行性、规范性上严格审核把关。

二、存在问题

（一）干部职工自身法制观念有待进一步加强。个别领导干

部不能正确理解依法行政工作内涵，依靠老经验、老习惯等开展

工作，与依法行政不相适应的“人治重于法治”的执政理念还普

遍存在。对普法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各科室之间相

互配合不够，作用发挥不明显，普法力度不大，法制意识不强，

应付思想、形式主义仍一定程度存在。部分职工认为本单位没有

行政处理决定权、行政处罚权以及行政许可权，依法行政主要是



职能部门的事，也有个别通知觉得日常工作已很忙，顾不上依法

行政工作，将日常工作与依法行政工作看成了两项相互孤立的工

作。

（二）行政监督和问责力度不够。一些行政违法行为得不到

及时纠正和惩处，有时处理问题仅限于群众通过“有诉即办”窗

口以及“好差评”政务服务评价反馈上来的问题，对于大厅的日

常监督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服务态度有待提升。我局目前已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应

尽必进”，但是入驻大厅人员素质不一，仍存在个别职工迟到、

玩手机、窜岗等现象，处理审批事项时不够认真负责。

三、下步工作计划

（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法治意识。加大普法

力度，结合帮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工作开展“送法下乡”等

活动，切实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引导群众知法、懂法、守法。

加强本单位干部职工依法行政意识，大力加强培训，将依法行政

和法制建设内容纳入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中去，确保全体干部职工学有所悟、悟有所得。

（二）建立完善各项制度，促进依法行政透明度。进一步建

立完善依法行政以及法制建设相关工作制度，建立科学民主决策

机制，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

重大决策，应尽可能通过公开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进一步加

大评议考核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增加政务公开透明度，建立健



全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加强依法行政监督，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自觉接受

人大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通过政务服

务“好差评”全覆盖，联合“办不成事”和“有诉即办”窗口，

完善标准化监督评价机制，健全政务服务“有诉即办”诉求响应

机制，倒逼各窗口人员主动作为，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公开公平、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