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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市公安局
2020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2021 年 1 月 25 日

一、总体情况

2020 年以来，牡丹江市公安局在省公安厅和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讲政治、顾大局，忠诚履职、甘于贡献，全力以

赴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维护安

全稳定应对突发事件和政务公开服务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在完

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出色地完成了政务公开和政务新媒体

等各项工作。

（一）开展政策解读情况

2020 年，市公安局组织治安、消防、交警、户政、出入境

等部门，通过传统媒体广播电视报纸和新媒体网络平台微信微博

等，积极开展政策解读工作。结合省公安厅开展的“办事不求人”

以及省市开展的“优化营商环境”活动，交警部门对驾驶人考试

工作的规范、程序、机动车辆的的检验规范，户政部门对户口政

策、手续、便民措施，出入境管理部门对关于简化出入境证件现

场办理申请手续、居民申办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

湾通行证的办证时限等，不仅及时进行了政策解读，还结合各项

管理业务工作，出台并通过牡丹江政府网站公布了 46 项部门规

定和办事流程。所属各执法部门做到执法依据和案件办理公开，

通过各项政务公开新媒体，对全社会公布执法的法律依据、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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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二）回应社会关切情况

积极回应广大群众的关切和需求，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

发情况，对散布的虚假疫情信息，及时辟谣，引导广大网民不信

谣、不传谣，净化网络环境，消除不良影响。重新组建四个城区

公安分局和 26 个城区公安派出所后，及时公布新组建的分局和

派出所 102 部警务公开电话；通过互联网推出“警务公开”、“警

务信息”“警队建设”“服务之窗”“互动平台”等栏目；集网上

办公、服务群众、政策宣传、政务公开、社会监督等功能于一体，

通过积极运用互联网传播功能，架起了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直接

沟通的网上桥梁，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功能齐全的网上服务。其中，

“服务之窗”栏目与省公安厅“互联网+”平台已链接，市民可

直接办理各项业务。

全年没有收到依申请公开政务信息。

（三）制度机制建设情况

市公安局注重建立健全确保政务公开落到实处的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推行政务公开的组织保障机制，做到政务公开工作

层层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具体落实、有人考核监督。二是建立

健全推行政务公开的宣传联动机制，市局办公室与新闻中心携手

一道，通过各种有效的公开渠道，宣传公安新政策和举措。三是

建立健全推行政务公开的制度管理机制。2020 年，牡丹江市公

安局建立民意测评中心。仅一年时间，共向报警求助和窗口办事

群众发送访评短信 22 万余条，同步电话回访 7000 余人次，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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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不满意事项工单 3000 余件。群众对全市 110 接处警、窗口

服务、社会治安、公安队伍等满意度稳步提升，群众反映不满意

事项比降幅 7.8%。民意测评中心在创新公安监督方式、畅通民

意诉求渠道、规范执法服务行为、提升群众满意率、推动公安工

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挥了 “下好一颗子，带活一盘棋”

的效果。

（四）政务新媒体工作开展情况

创新宣传形式，品牌效应明显。新闻中心积极顺应新媒体发

展态势，在全市公安机关女民（辅）警种择优选拔出 15 人，组

建“雪警小妹”宣传团队，今年已录制 26 期防抢防诈、交通安

全等普法宣传视频，深受广大民警及网友好评；启动《问“达”

时间》系列短剧，民警自编自导自演，摒弃传统短视频剪辑模式，

生动直观地揭露骗子行骗伎俩，该原创作品发布后，单条网络浏

览量达“70 万+”，宣传效果良好；发挥好政务新媒体宣传作用，

坚持以“牡丹江公安”微信公众号为龙头，辐射微博、抖音、头

条号、腾讯新闻等多个媒介资源，累计发布信息 8000 余条，网

络阅读量超百万次，一大批反映雪城民警打击犯罪、维护治安、

便民服务内容的作品都成了“经典之作”；建成囊括 36 个子公众

号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上下联动、内外共享扩大宣传效果，

聚合“网上办”“预约办”等政务服务功能，让群众尽享“指尖

警务”带来的新变化；持续加大新媒体原创力度，以漫画、海报

等形式策划制作“微特刊”“公安 24 节气”和每月“TOP 榜单”，

催生二次阅读高点，推文传播量不断攀升。



- 4 -

（五）“中国牡丹江”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栏目内容公开

情况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及时更新目录下设

的六个子栏目的内容，按要求发布财政预算情况，特别是，针对

新冠病毒疫情突发情况，及时发布疫情防控工作动态信息，对网

上虚假信息迅速辟谣，净化网络环境，消防不良影响，有力维护

网络安全；市公安局 2020 年政府信息政务公开年度报告编制完

成，近期将在《中国牡丹江》门户网站予已公布，建立了依申请

公开政府信息制度，并落实了责任人。

编撰了《牡丹江市公安局 2020 年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要点》；

更新了政府信息目录；共发布各类公开事项 89 条，工作信息 48

条；公布市公安局行政处罚信息共计 1377 条。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新

制作数量

本年新

公开数量
对外公开总数量

规章 0 0 0

规范性文件 1 1 1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57 0 221726

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 116 0 189312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331 增 82 615183

行政强制 66 增 7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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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行政事业性收费 33 增 5

第二十条第（九）项

信息内容 采购项目数量 采购总金额

政府集中采购 49 3784.080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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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0 0 0 0 0 0 0

三、

本年

度办

理结

果

（一）予以公开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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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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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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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0 0 0 0 0 0 0

（四）无法

提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

政府信息
0 0 0 0 0 0 0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

另行制作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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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七）总计 0 0 0 0 0 0 0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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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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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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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审

结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通过一年的不懈努力，全市公安机关政务公开工作有了一定

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工作过程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

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少数业务部门对政务公开工作思想

认识不高，片面强调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公开政务主动性不强。

二是创新意识不强，公开的信息尚缺乏更大的吸引力。三是各部

门之间缺乏协调的运行机制，致使部分应该公开的内容不及时。

2021 年，市公安局将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按照上级公安机

关的统一部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

近平对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

工作，积极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以办事不

求人承诺为标准，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一）强化公开意识，坚持主动公开

坚持“公开是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通过新闻发布

会、政府网站等多种途径，把着力点放在社会关注、群众期待的

重要事项上，依法将公安工作中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

身利益的重大警务部署、法律法规，以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

的警务信息，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做到公开内容详实、广泛，

并使内容与栏目相对应，充分发挥民意测评中心作用，扩大群众

对公安工作的知情权、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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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警民互动，促进警民和谐

深入开展爱民实践活动，推动“百万警进千万家”、组织“警

营开放日”“警民恳谈日”等活动，加强警民互动交流，了解人

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要求、新期盼，增强公安工作的针对性。

坚持局长开门接访制度，推行接处警电话回访制度，推广“一站

式”窗口服务模式，推进群众评价长效机制，通过各种有效措施，

努力构建新时期警民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的和谐警民

关系。

（三）改进行政管理，依法行使职权

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活动，积极开展“放管服”改革，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出更多的便民利民新措施。加强行政服

务中心公安窗口建设，拓展服务领域，优化内部协调运行机制，

提高办事效率，树立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

（四）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工作机制

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健全完善政务公开各项制度，不断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健全政务信息公开责任制，形成准确、及时、全

面的履行政务公开责任的工作机制，使我市公安机关政务公开工

作不断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