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省政府政策解读实施方案»的通知

川办函〔２０２４〕７ 号

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ꎬ有关单位:

«省政府政策解读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领导同意ꎬ现印发给

你们ꎬ请认真组织实施ꎮ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１—



省政府政策解读实施方案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政务公开的决策

部署ꎬ为规范和加强省政府政策解读工作ꎬ增进公众对政府重大决

策、重要政策的理解认同ꎬ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政策执行力ꎬ结合工

作实际ꎬ制定本方案ꎮ

一、基本原则

坚持“谁起草、谁解读” “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 “全

周期解读”的原则ꎮ 政策性文件出台前ꎬ起草部门(单位)要与社

会公众进行充分有效沟通ꎬ增进社会共识ꎬ引导社会预期ꎮ 政策性

文件公布时ꎬ要同步组织开展解读ꎬ及时全面阐释政策ꎮ 政策性文

件执行过程中ꎬ要密切跟踪执行效果ꎬ关注网络舆情ꎬ有针对性地

释疑解惑ꎬ推动落地实施ꎮ

二、主要范围

主动公开的政策性文件ꎬ属于下列情形之一ꎬ应当进行解读:

(一)省政府规章ꎮ

(二)省政府及其部门(单位)的行政规范性文件ꎮ

(三)以省政府或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以及省政府部门 (单

位)名义印发的ꎬ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ꎬ但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

社会组织的权利义务、切身利益及重大公共利益ꎬ社会关注度高ꎬ

需要广泛知晓ꎬ或专业性较强的政策性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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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需要解读的政策性文件ꎮ

三、责任主体

以省政府或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ꎬ由起草

部门(单位)负责做好解读工作ꎮ 以省政府部门(单位)名义印发

的政策性文件ꎬ由制发部门(单位)负责做好解读工作ꎻ多个部门

(单位)联合起草、联合发文的ꎬ由牵头部门(单位)组织其他联合

发文部门(单位)做好解读工作ꎮ 省政府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

人是所在部门(单位)起草政策性文件的第一解读人和责任人ꎬ应

当带头解读ꎬ发布权威声音ꎮ

四、主要内容

起草部门(单位)在起草政策性文件时ꎬ应当同步谋划、编制

解读材料和舆情应对方案ꎮ 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ꎬ起草部门(单

位)应对政策性文件的征求意见稿进行解读说明ꎮ

解读材料应注重针对性和实用性ꎬ可根据文件的主要内容、理

解难点以及公众关注重点重新归纳组织文字ꎬ不能简单地复制摘

抄文件内容或者以文件精简版方式呈现ꎮ 解读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

(一)政策性文件的出台背景、制定依据、目的意义、主要内

容、核心举措ꎻ

(二)政策性文件的关键词、专业术语ꎬ以及社会公众可能误

解、存疑、质疑的内容ꎻ

(三)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权利义务、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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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大公共利益ꎬ需要社会公众知悉、执行、配合的条款ꎬ说明具体

做法、制定依据及合法性、合理性ꎻ

(四)涉及办事服务事项的ꎬ根据政策性文件内容说明受理单

位和地址、联系方式、办事条件、资料、程序、时限以及其他注意

事项ꎻ

(五)涉及行政执法事项的ꎬ说明执行范围、执行程序、执行标

准等ꎻ

(六)属于对原有政策性文件进行修订的ꎬ说明修订的理由和

新旧政策性文件的衔接及差异ꎻ

(七)属于贯彻执行上级政策性文件的ꎬ说明与上级文件的异

同点ꎮ

舆情应对方案应包括舆情监测、舆情预警、舆情研判、引导机

制、处置预案等内容ꎮ

五、工作流程

(一)以省政府或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ꎮ

起草部门(单位)在向省政府办公厅报送代拟稿时ꎬ应随文填

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政策解读审核表» (以下简称«审核

表»)ꎮ 如需进行解读的ꎬ同步报送解读材料和舆情应对方案ꎻ如

认为文件不在解读范围ꎬ无需解读的ꎬ须作出书面说明ꎬ并提交舆

情应对方案ꎮ 省政府办公厅对政策性文件是否需要解读ꎬ以及解

读材料和舆情应对方案进行审核把关ꎬ对不符合要求的予以退文ꎬ

起草部门(单位)补充完善后重新报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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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省政府部门(单位)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ꎮ

省政府部门(单位)在印发政策性文件时ꎬ解读材料要与正式

文件同步审签、同步发布ꎬ并于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ꎬ将经部

门(单位)审定的解读材料与正式文件报省政府信息公开办备案ꎮ

省政府信息公开办定期评估部门(单位)文件的解读质效ꎬ评估结

果作为政务公开工作的评价依据ꎮ

六、形式要求

解读材料应当通俗易懂ꎬ可通过列举案例、分析数据、提问解

答等方式进行形象化、通俗化、数字化解读ꎮ 在文字材料的基础

上ꎬ可增加图片、图表、图解、音频、视频等形式ꎬ方便公众理解ꎬ增

强政策解读的可及性、可读性、实效性ꎮ 对专业性较强的政策性文

件ꎬ应当注重发挥专家学者作用ꎬ提升解读的科学性、权威性ꎮ

七、发布渠道

(一)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ꎮ

政府网站是政策解读的第一发布平台ꎮ 解读材料应当在省政

府门户网站、起草部门(单位)网站的“政策解读”专栏和所属政务

新媒体集中发布ꎬ并与对应文件相互关联ꎮ 其他需要发布政策解

读的ꎬ应当与政府网站内容保持一致ꎮ 解读材料原则上与文件同

步发布、关联发布ꎻ若有延后ꎬ应不超过文件公开后三个工作日ꎬ并

做好与文件的相互关联ꎮ

(二)政策吹风会ꎮ

建立省政府政策吹风会制度ꎬ以省政府或者省政府办公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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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印发的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政策性文件ꎬ应召开政策吹风会进

行深度解读ꎮ 省政府政策吹风会由省政府信息公开办统筹组织开

展ꎬ政策性文件起草部门(单位)负责做好深度解读工作ꎮ

(三)新闻媒体ꎮ

省政府部门(单位)可通过新闻媒体开展政策解读ꎬ增强政策

的传播力、影响力ꎮ 政策性文件起草部门(单位)发现新闻媒体自

主编发的解读类新闻稿件存在误解误读的ꎬ应当及时协调新闻媒

体予以纠正ꎮ

(四)政府公报ꎮ

政府公报按要求全文刊载政策性文件及解读材料ꎬ并做好公

报数据库的归库管理ꎮ

八、跟踪回应

政策性文件起草部门(单位)要密切关注各方反映ꎬ把握节奏

和力度ꎬ推行跟踪解读、多轮解读ꎬ防止误解误读ꎻ同时ꎬ紧密跟踪

评估解读效果、实施效果ꎬ对可能引发的相关舆情ꎬ及时发布权威

信息ꎬ主动解疑释惑ꎬ有效回应社会关切ꎮ 省政府办公厅要建立完

善舆情跟踪回应机制ꎬ与新闻、网信、公安、信访、政策性文件起草

部门(单位)等形成协同联动体系ꎬ做好政策性文件及解读材料发

布后舆情的及时预警、科学研判、妥善处置工作ꎮ

附件: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政策解读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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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政策解读审核表

报文单位 报文文号

拟发公文

标 题

是否公开
是 否

如果是否，请说明理由：

是否解读
是 否

如果是否，请说明理由：

解读渠道

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

新闻发布会

政策吹风会

新闻媒体（新闻稿、媒体专访）

解读形式

文字材料

图片 图表 图解 音频 视频

其他，

文件起草

部门（单位）

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或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联系方式（手机）：

省政府办公厅

文件承办处室

意见

同意起草部门（单位）意见

不同意起草部门（单位）意见，建议改为：

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政府信息

公开办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或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