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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信息惠民国家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方案 

编制要点 
一、民生领域信息化发展现状及战略定位 

（一）本地区民生领域信息化发展总体情况。 

（二）本地区民生领域信息化发展的战略定位。 

二、推进信息惠民工作的基础、特点优势及存在问题 

（一）推进信息惠民工作具备的基础，包括：组织统筹能力、

制度环境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政务共享基础、民生领域信息化

水平、资金投入保障等。 

（二）拟推进信息惠民工作的主要特点，着重突出在深化应

用、组织架构、建设方式、服务方式、发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保障等方面的创新。 

（三）拟推进信息惠民工作需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   

（四）拟推进信息惠民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主要困难及瓶颈，

以及相应的解决建议。 

三、创建工作的总体目标、示范领域和主要内容 

（一）创建工作的总体思路和目标。 

（二）示范领域和主要内容。围绕所选领域，明确创建工作

的主要任务，具体内容可围绕以下几方面： 

1.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着重突

出在创新公共服务模式、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缩小城乡

区域之间差距、提升信息公平普惠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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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升政府管理效能方面：着重突

出在强化多部门联合监管、综合治理，提高决策预见性，推进政

府与社会联动的网络化社会管理，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等方面的内

容。 

3.在促进政务数据开放、推进开放政府建设方面：着重突出

促进政务数据开放和共享方面的建设，将政务信息资源作为社会

公共资源和公共创新资料，促进政府开放透明和政民互动等方面

的内容。 

4、在引导促进信息消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方面:引导

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增值开发和创新应用、培育和促进新兴信息服

务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三）为支撑和保障创建工作，拟采取的机制体制创新、建

立健全的规章制度、拟完善或建设的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体

系等。 

    四、推进计划和预期成效 

1、创建工作的推进计划，包括：实施步骤、投资估算、经

费来源等。 

2、创建工作的预期成效。着重突出在推进社会管理和服务

模式创新、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政务

管理公开性和透明度、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

软环境等方面的预期成效。 

五、创建工作保障措施 

重点说明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职责分工、协作推进、资金

保障、宣传引导、监督检查、绩效评估等方面的措施和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