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 莞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东府办函〔2022〕134 号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东莞市2021年度政府 

网站与政务新媒体考评结果的通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网站与政务

新媒体考评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提升全市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

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根据《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莞

市 2021 年度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考评方案的通知》（东府办函

〔2021〕758 号）要求，市府办会同市政数局组织对全市政府网站、

政务新媒体工作情况进行了考评。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考评结

果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1 年，各镇街（园区）、市各有关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及我市对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建设和管理

的各项工作要求，以服务大局为中心，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

化规范化工作，不断丰富政务公开渠道途径，加强政府信息主动公

开质量实效，推动政府决策和管理服务更加透明规范，增强政府公

信力，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总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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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建设与管理水平稳步提升，政务公开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 

二、考评结果 

本次考评包括指标解读、自查自评、年终考评、结果复核等多

个环节，考评对象包括各镇街（园区），市有关单位、直属机构及

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共 77 个。考评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

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具体如下 ： 

（一）各镇街（园区）（35 个） 

优秀：清溪镇、黄江镇、茶山镇、松山湖高新区、塘厦镇、沙

田镇、谢岗镇、高埗镇、大朗镇、石排镇、石碣镇、凤岗镇。 

良好：中堂镇、滨海湾新区、厚街镇、南城街道、水乡特色发

展经济区、企石镇、东城街道、横沥镇、寮步镇、麻涌镇、道滘镇、

常平镇、万江街道、东坑镇、莞城街道、洪梅镇、虎门镇、大岭山

镇、望牛墩镇、桥头镇、长安镇、樟木头镇、石龙镇。 

（二）承担对外服务职能的市直单位（35 个） 

优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自然资源局、

市医疗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发展和改革

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应急管理局、市

科学技术局、市财政局。 

良好：市水务局、市轨道交通局、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统计局、市金融工作局、

市贸促会、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志办、市卫生健康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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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公路事务中心、市地震局、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林业局。 

合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民政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三）不承担对外服务职能的市直单位（7 个） 

优秀：市审计局、市农资办。 

良好：市国资委、市投资促进局、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合格：市供销社、市外商投资促进中心。 

三、主要亮点及不足 

考评结果显示，各镇街（园区）、市各有关单位不断提高政府

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和服务水平，积极运用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推

进政务公开、优化政务服务、回应群众关切、及时解疑释惑、凝聚

社会共识、创新社会治理，取得了较好成效。一是信息发布标准化

水平不断提升。2021 年全市各单位政府网站在建立各类法定主动公

开栏目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子栏目划分的形式细化各类公开内容，

规范网站和页面展现，内容丰富度和信息发布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

二是政务公开平台服务效能大幅提升。2021 年各单位不断完善政府

网站功能建设，积极发挥“政务公开第一平台”和“互联网+政务

服务总入口”的作用，做好功能设计、在线服务和互动交流等，不

断提升网上服务的实用性。大部分网站具备转载分享功能，方便用

户分享信息；网站搜索功能进一步优化，提供关键词模糊搜索功能，

对搜索结果进行分类展示，并根据搜索信息直接提供办事服务选项。

三是政策解读方式方法不断丰富。通过数字化、图表图解、新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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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会、音视频或动漫等方式多元化解读的比例显著提高，解读形式

愈发多样。大部分单位能够围绕“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读、

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贯彻落实政策解读制

度，提升政策知晓度、增强政策影响力。 

在不断进步的同时，我市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建设管理工作

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一是信息发布规范性有待进一步提

高。少数单位未能按照规定时间节点更新栏目信息；数据发布类栏

目建设不规范，未能通过数字化、图表图解等形式解读数据；解读

材料与政策文件的关联性不强，信息发布协调联动机制仍需完善。

二是网上服务的实用性有待进一步加强。网上服务的整合度和便捷

性仍需提高，部分重点服务事项未能细化办理对象、条件、流程等，

服务实用性不高。三是互动交流效果有待进一步增强。部分单位对

互动交流建设不够重视，对征集调查活动的用户反馈未能及时有效

处理，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参与的积极性；在知识库建设方面，咨

询类直接解答率、纠错工单按时处理率较低，还需进一步提高。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以问题为导向，对照考评指标和考评结果，认真分析

研究考评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对标对表认真整改到

位，切实达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考评效果。 

同时，各单位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发布内

容保障机制，严格执行“三审三校”机制，补齐信息内容审核过程

中的漏洞和短板；要明确栏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定期检查栏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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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更新和内容质量。对无力更新和维护的网站栏目，要及时进行优

化调整或关闭整合；要通过改进搜索功能和链接设置，提升网站用

户的浏览便捷性和办事时效性。各单位要进一步优化整合政务新媒

体，切实压缩数量，提高质量，严格按照集约节约的原则落实好一

个单位在同一平台只开设一个政务新媒体账号的要求，避免出现“一

哄而上、一事一开、开而不管”等问题；针对微信、移动客户端等

政务新媒体，要加强对自建栏目的日常巡检，确保信息更新及时、

链接正常可用。 

政务公开、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的相关负责人员要加强业务

学习，切实提高本单位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通知落实要及时、

日常巡查要到位、问题指导要精准，将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打造

成更加及时、准确、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互动交流和公共服务的

平台，确保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各项工作有序规范高效开展，充

分发挥其在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16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