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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商联：  

贵单位在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提升我省政务服务

能力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引领，运用数

字化思维和信息化手段，一体化协同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巩固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各项工作发展态势良好，涌现了许多工作亮点，取得了许

多改革突破，多项工作在全国排名呈现“跨越式”提升。贵单位在提案中提出

的建议富有前瞻性、建设性和针对性，对进一步提升我省政务服务能力具有很

强的现实指导。对此，我们会同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厅进行了认

真学习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下一步改进完善的工作举措。  

一、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的主要做法和工作成效  



一是遵循“全省统筹、省建市用”模式，建设“吉林祥云”云网一体基础

设施体系。“吉林祥云”大数据平台“两地三中心”的基础架构已经形成，电

子政务外网纵向骨干网和省级横向接入网传输能力从百兆级提升到万兆级，并

实现了双链路负载均衡。同步开展政务云平台整合工程和省直政务信息系统

“迁移上云”工作，推进1+6基础数据库建设工程，打造真正意义的“政务

云”，夯实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数据底座”。二是推动全省政务服务事项规范

化标准化，建设完善全省政务服务事项库，实现了同一行政职权政务服务事项

在省市县乡村的名称、类型、依据、编码等16个要素基本一致，政务服务事项

承诺办理时限比照法定时限平均压缩50%。三是加快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系统建

设和应用。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向国家上报入库电子证照601种、

4025.96万条，同步在“吉事办”我的证照中实现电子亮证和电子验证。电子证

照种类排名从2019年初全国倒数第1跃升至全国第3。律师执业证、律师工作证

在全国率先实现电子亮证，做到了省域内真假律师完全辨识。四是大力推进数

据归集共享。推动建立我省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组织全省各级政务部门编

制政务数据目录110,294个。依托统建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接入全省4474个部

门（单位）、比上年增加2396家；归集库表、接口数据148.7亿条，较上年增加

104.7亿条；实现数据共享交换1458.6亿条次。电子营业证照、身份证2种证照

信息已在“吉事办”网上办事大厅和新版全流程审批系统实现免提交。五是推

进“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在“吉事办”网上办事大厅设立“一网通办”

专区（现更名为吉林省热点事项全程网办专区），340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全流程网上办理；上线8个“区域通办”“跨省通办”专区，88项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跨省通办”。六是打造“吉事办”移动应用品牌，“吉事办”移动端已

接入服务应用264项，其中非查询类154项，占比58%，掌端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依托“吉事办”积极推进新冠疫苗预约及接种系统建设，依法如实记录新冠疫

苗接种信息，提高新冠疫苗接种效率。七是组织推动全省政务大厅全面部署和

应用新版全流程审批系统，推动网上政务大厅和实体政务大厅协同、线上和线

下集成融合。我省是全国唯一的省市县乡村五级使用一套系统、一个平台进行

全流程在线审批的省份。八是广泛推广应用“吉祥码”。将“吉祥码”作为

“数字吉林”建设重要基础设施，在全省累计设置各类扫码站点超120余万个。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2540余万人申领“吉祥码”，共扫码12亿人次。增

加新冠疫苗接种进度展示功能，对已经接种完成新冠疫苗的吉林省居民，“吉

祥码”会在绿码周边加上金色边框。组织研发应用“吉祥码”全员核酸检测快

速登记系统，有效解决核酸检测中手工登记信息不准确、耗时长等问题。开发

建设“吉祥码”“一退两抗”药品登记管理系统，满足全省16000余个药品登记

点的业务量需求，及时准确地掌握省内“一退两抗”药品销售数据。九是持续

深化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革。我省工程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综合运行指标持续保

持全国第1位。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线上审批，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省

6185名政务人员依托工程审批系统在线审批项目7455个。施工许可等审批事项

20个电子证照全面上线应用，已核发电子证照14668份。升级优化社会投资低风

险类项目审批流程2.0，全流程审批环节压减到2个、时限压减至13个工作日。

十是进一步提升政府网站集约化服务能力，强化“网上政府”总门户作用。截

至2021年12月31日，省政府门户网站日均访问量突破163.5万人（次）。十一是

正在全省推广应用自主研发的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系统，推出移动端

“我要执法”APP，开展行政检查执法监督和评价试点，运用信息化手段和大数

据规范行政检查行为。十二是依托统建的一体化信用综合服务平台和全省数据

共享交换体系，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推进信用综合评价、联合奖惩管理、



信用监督预警和信用修复等工作，激活公共信用信息资源，推动各地城市信用

监测指数整体实现大幅跃升并保持在全国前列。根据国家2021年12月信用监测

数据，长春市在36个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中，排名从2019年初的全国倒数第1跃升

至全国第12；延边州在40个地州盟中，排名从2019年初的全国倒数第2跃居全国

第1；7个地级市在261个地级市中，综合排名从2019年初全国倒数第1跃升至全

国第4并全部保持在前100位；20个参评县级市在383个县级市中，综合排名从

2019年初全国倒数第1跃居全国第1。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提高政策落实力度。一是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

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部署要求，结合我

省实际，制定我省实施方案。二是完善政策直达系统功能。通过优化政策标签

体系和人群身份属性标签的精准匹配，将政策原文和核心条款精准推送到适用

群体，进一步提升政策直达精准度。三是持续升级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

完善线上评价、信息反馈等功能，推动各地各部门落实政务服务“好差评”制

度，建立健全政务服务“差评”整改、反馈、监督体系和机制。  

（二）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一是组织开展2015-2021年“放管服”

改革“回头看”。及时掌握全省改革推进情况，切实解决改革过程中不协调、

不配套、不衔接、不积极、不落实等问题。二是强化政务数据归集共享，完善

政务数据目录管理和更新机制，提高共享数据应用能力。三是巩固和完善各级

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推进政务服务事项规范化建设，实现同一行政职权政

务服务事项在省市县乡村的名称、类型、依据、编码等要素基本一致，做到



“权责清单之外无审批、政务事项库之外无政务”。  

（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一是开展商会系列调

研活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推动解决市场主体反映的营商环境问题，提升企

业满意度。二是开展企业评议部门工作，通过企业对政府部门的满意度测评，

了解企业的真实愿望，找准营商环境建设的痛点和堵点，为工作决策提供依

据。三是集中力量解决营商环境普遍性问题，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及时研究制定

系统性改革举措，组织对举措落地情况开展督查检查和通报约谈。  

（四）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务服务质量。一是开展“吉林祥云”大

数据平台三期建设，强化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加快推进“一网通办”“全程网办”，发挥实体政务大厅“一网通

办”自助服务作用，引导更多事项网上提交。三是深化新版全流程审批系统在

省市县乡村全面应用并实现审批数据有效汇集，推进新版全流程审批系统向乡

（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延伸应用。四是打造全省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移动端，加快推进“吉事办”移动端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并与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对接。五是完善“吉林祥云”大数据平台数据中台功能。

在数据共享平台与新版全流程审批系统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实时汇聚政务服务

过程中生成的数据，建立具有我省特色的政务服务事项材料库。  

（五）加快政务诚信体系建设。一是开展城市信用监测指数提升行动。对

照国家监测指标，推进各地城市信用监测指数稳步提升。二是实施重点领域失

信问题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国家发改委工作要求，开展屡禁不止屡罚不改失信

行为专项治理行动。三是做好《吉林省社会信用条例》宣传解读工作。广泛开



展《条例》宣传解读、专题培训，组织《条例》宣讲进机关、进企业、进校

园、进园区、进社区、进行业商协会等活动，为“诚信吉林”建设营造良好社

会环境。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2022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