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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决策部署和国办印发«基层报表数据“只报一次”工

作指引» 有关要求ꎬ我省以建设推广“报表通” 应用为抓

手ꎬ着力减少基层填表负担ꎬ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和时

间走进群众、服务群众ꎮ 工作开展以来ꎬ各试点地区坚持

问题导向、突出创新驱动ꎬ强化部门统筹谋划和协同推进ꎬ

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ꎮ 现将相关进展较快、亮点

突出地区的经验做法转载ꎬ供各地各部门参考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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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推广“报表通”应用

积极探索基层减负赋能新路径

遂宁、内江、眉山三市加快建设推广“报表通”应用ꎬ

结合自身实际ꎬ开展了一系列务实有效的实践探索ꎬ以信

息化手段赋能基层治理ꎬ为基层减负赋能ꎮ

一、遂宁市积极构建 “报表通”体系ꎬ助推基层减负

增效

一是“快”字当头ꎬ抓试点示范ꎮ 系统部署快ꎬ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印发工作实施方案ꎬ１２ 月底系统上线完成与省级“报

表通”平台的指标对接ꎮ 体系建设快ꎬ创新建立“１＋３＋Ｎ”

报表通四级联动工作机制ꎬ即组建 １ 个工作专班ꎬ设立 ３

类专项小组ꎬ配备 Ｎ 个数据专员ꎬ出台报表准入、审核等 ３

项制度文件ꎬ保障“报表通”规范运行ꎮ 试点推广快ꎬ１ 月

上线ꎬ２ 月复盘形成经验ꎬ３ 月初全市推广应用ꎬ分层级开

展培训 ３５ 次ꎬ系统入驻数据专员 １００８ 人ꎬ工作人员 ６３３８

人ꎮ 二是“准”字打底ꎬ建标准规范ꎮ 报表清理准ꎬ３０９ 张

报表优化、整合形成核心报表 １２０ 项ꎬ压减率达 ６１. ７％ ꎮ

数据治理准ꎬ归集 １３ 个部门 ６３ 项业务 ２２００ 万条数据ꎬ构

建“人、房、企”信息基础库ꎮ 问题解决准ꎬ“带数下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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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基层数据少填报运行模式ꎬ基层工作量减少 ６０％ ꎮ 三

是“用”字着力ꎬ优基层效率ꎮ 数据双向复用ꎬ通过“数据

超市”进行“采集表”和“取数表”ꎮ 强化两端应用ꎬ打造

“前端智能采集＋后端分析应用”体系ꎬ开发“二维码”分享

数据填报和“遂宁通”掌端采集ꎬ减少 ５０％ 以上基层工作

量ꎮ 场景驱动应用ꎬ接入“城市大脑”本地大模型ꎬ增加智

能建表、识别、问答等应用ꎬ提升便捷度ꎮ

二、内江市分类分区清理基层报表ꎬ建好“报表通”台

账清单

一是“明确范围＋统一标准”确保“不落一项、精准清

理”ꎮ 举办培训 ８ 期ꎬ制发基层报表数据清理样表ꎬ解读基

层报表清理范围、清减整合要求ꎮ 二是“分类分区＋以点

带面”确保“不添负担、高效清理”ꎮ 率先在民政、人社、农

业农村、应急等 １６ 个领域开展摸底清理ꎮ 全市 ７ 个县分

别选择 １ 至 ２ 个镇村承担 ２ 至 ３ 个领域的清理任务ꎮ 由

县级部门业务指导ꎬ全市共在 １０ 个镇和 ２０ 个村开展报表

数据清理ꎮ 三是“部门比对＋专班核查”确保“不乱不重、

精细清理”ꎮ 基层清理出的报表ꎬ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认

领ꎬ组织其它县级部门对比核实ꎬ并在系统内开展查漏补

缺和精简去重工作ꎮ 目前共清理 １６ 个领域报表 ３７０ 张ꎬ

形成«内江市基层报表数据摸底台账»ꎮ 四是“集中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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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审核”确保“不增只减、有效清理”ꎮ 开展集中会审ꎬ

精简整合报表ꎮ 截至目前ꎬ已完成人社、民政、卫健等 ６ 个

领域报表首次精减整合ꎬ报表数量从 ９０ 张精简到 ５３ 张、

压减率达 ４１％ ꎮ 印发«内江市基层报表准入审核管理办

法(试行)»ꎬ明确报表准入审核规则ꎬ严控基层报表增量ꎮ

三、眉山市探索 “报表通”应用路径ꎬ提升系统管理

效能

一是上下联动、全面清查ꎬ确保报表“应减尽减”ꎮ 采

取“部门自查＋基层普查”方式清理报表ꎬ基层部门互不干

涉ꎬ掌握真实底数ꎮ 采取“上门服务＋重点攻关”方式认领

报表ꎬ进一步压减整合重复繁琐报表ꎮ 采取“准入审查＋

征求意见”方式审核报表ꎬ确保下发报表依据充分、基层

认可ꎮ ２０ 个重点部门(行业)下发基层报表减至 ２３６ 张ꎮ

二是用户思维、触手可及ꎬ推动系统“管用好用”ꎮ 优化 ＵＩ

交互ꎬ根据部门和基层差异化业务需求ꎬ分别优化设计ꎬ契

合用户需求ꎮ 实施 ＡＩ 赋能ꎬ引入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等大模型ꎬ积

极开发智能填表、智能读数、智能问答功能ꎬ方便基层人员

使用ꎮ 分步制作使用教程ꎬ拆解“报表通”核心功能ꎬ制作

１ 分钟左右教学短视频ꎬ降低基层学习成本ꎮ 三是主动作

为ꎬ提前布局ꎬ助力应用“增值增益”ꎮ 主动对接省、市政

法部门ꎬ提取我市 ３００ 万条人口数据ꎬ积极协调住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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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市场监管等部门ꎬ从省级部门提取房屋、法人等数据ꎮ

选取养老、殡葬两个领域作为突破口ꎬ汇集民政、人社、医

保、卫健、网格等比对数据ꎬ完成 “报表通”全业务运转ꎮ

按照网络安全标准搭好数据治理环境ꎬ确保数据不出域、

不泄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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