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16〕11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

建设导则 (试行) 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导则 (试行)》已经市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2016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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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导则

(试行)

一、总则

为了充分依托信息化手段,有效提升我市社会治理水平,依

据国家、省、市相关文件精神,结合郑州市工作实际,制定本导

则。

(一)整体目标

采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建设郑州市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

台,支撑全市以网格化管理为载体的 “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

落实”长效机制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全面提升我市社会治

理水平。

(二)建设原则

我市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依托全市政务信息化基础设

施,按照 “统筹规划、集约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协同应

用、保障安全、注重实效”的原则,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实现社

会公共管理相关信息资源共享,业务协同联动。

(三)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范围为全市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二、平台应用系统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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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数据建设

建设完善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所需的人、情、地、事、

物、组织等数据库,辅助各级网格全面准确掌握辖区基本情况,

达到 “情况清,底数明”的目标,为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提供有

效支撑。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数据建设包括基础数据、共享数

据和自有数据:

1.基础数据。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基础数据来源于市级

的人口、法人、地理信息三大基础信息资源库,主要包括实有人

口、企业、法人单位、房屋、城市部件、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地

图等基础数据。

2.共享数据。依托市级共享交换平台,形成包括老年人、

残疾人、优抚对象、低保对象、困难职工等特殊人群数据库和重

点稳控对象、刑释解教人员、重点信访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等重

点人群数据库;共享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数据库。

3.自有数据。主要包括全市市直部门,县 (市、区)和县

(市、区)直部门,一级、二级、三级网格的组织架构信息和单

位基本信息;下沉人员、群众工作队、网格长 “三支队伍”基础

信息,并实现网格与责任人的关联;建设商业和社会服务项目、

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队伍、社区活动积极分子、楼栋长队伍等

专题数据库。

(二)社会管理业务办理

支撑全市 “三级网格、四级平台、五级联动”的社会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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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以及问题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的工作机制,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无缝隙、全覆盖”网格化管理工作格

局。

1.业务办理。支持对发现问题的采集、上报、交办、办理、

反馈、办结 “六步闭环”的业务办理模式,上级部门对业务处置

的动态监测、及时督导;召开联席会议、组织联合执法对涉及多

个部门的问题、疑难问题和推诿扯皮问题进行及时处置。

2.督查问责。对领导交办、媒体曝光、社会关注度高等事

件进行督查、督办和问责。

3.移动 “社管通”。实现各级网格工作人员,特别是三级网

格长的移动办公,实现对社会管理、城市管理事件和基础数据的

实时采集 (文字、图像、语音、视频)、上报、查询、核对,提

高工作效率。

4.社会参与。运用手机APP、微信等移动互联网技术,拓

展群众参与渠道,受理群众诉求,强化便民服务,构建政府治理

与社会广泛参与、良性互动的多元化社会治理格局。

(三)社会管理信息数据综合分析

通过对社会管理信息数据综合统计分析,构建基于 “大数

据”的可视化智慧决策系统,实现智能查询、智能报表、决策分

析、预测分析等功能,客观的反映出全市社会治理现状和工作开

展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四)人员管理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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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痕迹化管理。应用手机签到、GPS定位、轨迹查询、电

子围栏等技术,实现对下沉人员、各级网格长的痕迹化管理,促

进各级网格工作人员履职尽责。

2.考核评价。以平台数据为基础,制定科学、量化的考核

评价指标,实施对各级各部门、各基层网格的常态化考核,及时

生成考核评价结果。

(五)协同办公

1.公文流转。支撑市、县 (市、区)、乡 (镇)办、村 (社

区)四级社管系统的公文发送,信息报送和办理。

2.短信平台。支持短信发送进行业务提醒,保证业务的及

时签收和办理;支持群发短信发送通知,提高工作效率。

3.基层党建。基层党建是基层社会管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系统主要提供对党组织、党员的日常管理、维护,对日常工作如

党费收缴、主题学习、“三会一课”等的管理、记录等。

(六)协同联动

1.桌面视频会议系统。建设联接市、县 (市、区)、乡

(镇)办三级的桌面视频会议系统,通过视频、语音、同步数据

共享等方式,实现远距离在线沟通和协作,承载分析研判、视频

会商、应急指挥、业务培训等功能。

2.呼叫系统。整合资源,建设市、县 (市、区)两级统一

的呼叫系统,及时受理、处置群众诉求,对相关部门进行调度指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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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统管理

包含组织机构、人员管理,用户账号、密码、角色和权限管

理,“社管通”手机接入管理等功能。

三、平台主要技术架构

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技术架构,将构建在全市统一的政务

云平台上。包含基础设施层、信息资源层、应用支撑层、数据规

范和标准体系、安全运维体系。

基础设施层。包含政务云和政务云网络,为各地、各部门提

供统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和网络服务,由市级政务云平台按需提

供。

信息资源层。在市级信息资源目录共享交换系统的基础上,

构建基于社会管理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跨部门信息资源共享交换

系统,实现社会管理相关数据的共享交换。

应用支撑层。用成熟的软件构建服务平台支撑平台建设,实

现构件化、组件化、可视化、智能化等技术应用,支持数据库和

数据关系定制、流程和节点定制、表单定制、接口定制、功能菜

单定制、图形界面定制等功能。包含了认证授权、电子签章、工

作流引擎、电子表单、地理信息等基础组件,为应用提供支撑。

数据规范和标准体系。建设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化系统数据规

范和标准,确保系统在建设、管理、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上的协

调一致,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安全运维体系。包含了安全组织、安全策略、安全技术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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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保障体系。根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系统按照不

低于三级防护要求建设和防护。

根据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要求,社会公共管

理信息平台统一依托市级政务云平台资源进行备份,实现应用级

容灾保护。

四、四级平台功能定位

(一)市级

1.上报到市级平台社会公共管理事件的处置,督查问责业

务的处置;

2.对群众的网络诉求、媒体曝光事项、领导批示事项进行

处置;

3.对市委、市政府安排的阶段性重点工作进行专项排查和

有效处置;

4.文件、通知的下发,信息动态的办理;

5.对全市业务数据和基础数据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和智慧决

策分析;

6.依托平台对市直部门下沉人员进行管理;

7.依托平台对市直部门、县 (市、区)工作开展监督和实

施绩效考核;

8.对市级组织开展的联席会议和联合执法进行管理;

9.对全市组织架构和人员进行管理和配置;

10.对平台业务、数据标准进行规范,对系统接口进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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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二)县 (市、区)级

1.下级平台上报、市级平台交办社会公共管理事件的处置,

本级和市级平台交办督查问责业务的处置;

2.对本辖区业务数据和基础数据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和智慧

决策分析;

3.文件、通知的签收、下发,信息动态的办理、上报。

4.依托平台对县 (市、区)直部门下沉人员进行管理;

5.依托平台对县 (市、区)直部门、乡 (镇)办工作开展

监督和实施绩效考核;

6.对本级组织开展的联席会议和联合执法进行管理;

7.根据个性化需求对平台系统进行功能拓展。

(三)乡 (镇)办级

1.下级平台上报、上级平台交办社会公共管理事件的处置,

上级平台交办督查问责业务的处置;

2.对本辖区业务数据和基础数据进行综合统计分析;

3.基础数据信息的采集、核对和录入;

4.网格信息、管理对象在数字地图上进行标注;

5.依托平台对二级、三级网格长进行管理和考核评价;

6.对本级组织开展的联席会议和联合执法进行管理。

(四)村 (社区)级

1.对网格长排查发现的社会公共管理事件进行处置、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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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托平台对本辖区业务数据和基础数据进行综合统计分

析;

3.基础数据库信息的采集、核对和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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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社管办 督办:市社管办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3月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