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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2018 年 1 月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由广州

市林业和园林局编制的 2017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全文包括概述、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情

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投诉举报的情况，以

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我局网站 http://www.gzlyyl.gov.cn 上可下

载本报告的电子版。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广州市林业和园林

局办公室，电话：8386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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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述 

2017 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我局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林业园林政务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不断提高林业和园林行政管理工作的透明

度，促进依法行政，推进和规范本机关政务公开工作。 

（一）建立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设。 

我局于 2011 年成立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对领导小组领导、

成员单位组成及职责分工、具体名单、工作机制、政务公开办公室设置及

负责人、经办人等事项进行了明确，并于 2015 年根据人事变动情况对政

务公开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进行调整。2017 年适时举办政务公开考

核工作培训会，按时、准确报送政务公开情况简报数据，按规定时限和要

求完成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公开工作，实时更新政府信息

公开指南和目录。 

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国权同志亲自抓政务公开工作，担任政务公开领

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第十五次行政办公会议，认真听取 2017 年政务公

开考核准备工作情况、责任分工及自查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政务公开工作

考核工作。党组成员、副局长许先云同志具体抓政务公开工作，列入工作

分工并及时通过局网站对外公布。 

（二）依法做好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及依申请公开。 

2017 年，我局以本单位（或办公室）名义共印发主动公开类文件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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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均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外挂网公开；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2 件，

都按时限答复，没有被复议撤销或诉讼败诉情况。 

全年通过本单位网站发布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等信息 1188

条，包括决策类信息 72 条：规范性文件信息 6 条、其他部门文件信息 53

条、意见征询信息 10 条、规划计划信息 3 条，执行类信息 481 条：行政

执法信息 7 条、工作动态信息 474 条，管理类信息 44 条：广州市林业和

园林局领导班子分工信息 1 条、干部任免信息 33 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信息 10 条，服务类信息 31 条：办事指南信息 19 条、局领导接访信息 12

条，结果类信息 561 条：行政审批结果公示（案件公示）信息 497 条、园

林绿化企业资质审核结果公示信息 40 条、财政预决算信息 2 条、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信息 1 条、其他公告公示信息 21 条。 

完整、准确地在本单位网站和网上办事大厅公开本单位办事项目、条

件、流程、期限等信息 19 条，在本单位网站公开条例中明确规定的须主

动公开的单位职能、机构设置、权责清单、财政预决算等其他政府信息，

并依据实际情况及时作更新。 

（三）不断强化宣传报道和舆情处置工作。 

2017 年，我局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主动宣传报道 975 次，举办媒体集

体采访五十余次，共收到市府办公厅交办督办的舆情事项 8 项，均按时限

和要求回复办理情况。根据局重点工作安排，及时组织媒体对全市林业园

林工作会议、四季赏花点推荐、重大节庆活动情况通报、广州国际花卉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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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展新闻发布会、广州湿地与生态座谈会、广州首届勒杜鹃花展等情况进

行对外宣传，均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按照市政府安排，组织筹备了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广州湿地与生态

座谈会及海外华媒高层座谈、新华社座谈会等多项大型会议涉及广州林业

园林方面的对外宣传工作。在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前夕，参加 2 场市政府

定期新闻发布会，组织工作且发布效果良好。圆满完成《提升广州国家森

林城市品质 着力打造岭南特色的、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森林城

市》和《2017-2020 年广州市生态公益林补偿实施方案》等两个市政府常

务会议议题新闻资料准备及会后对外宣传报道工作。 

按时按质完成广州生态绿化建设情况汇报、花城调研会发言材料、十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市领导参阅材料等市领导接受媒体采访的筹办工作，认

真做好中央电视台广州花城绿城建设专题采访、国家级媒体广州绿道专题

实地采访等以及《广州日报》年度花城绿城品牌系列宣传报道等市政府交

办的媒体采访任务。财富期间广州园林景观提升工程刷爆朋友圈，广获网

友市民点赞。 

（四）规范开展政策文件解读。 

2017 年，我局制定印发了《广州市生态公益林条例》（修订）、《广州

市公园管理规范》、《广州市恢复绿化补偿费收费管理办法》、《广州市林业

和园林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广州市园林绿化企业诚信综合评价体系的通

知》、《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关于明确广州市园林绿化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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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问题的通知》等 5 份规范性文件，并严格依照《广州市政策文件解读工

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要求，精心制作，同步在市政府网站和本单位网站“政

策解读”专栏发布以上文件的解读材料。 

（五）高效执行专项工作任务。 

2017 年我局办理省长留言件 1 件，按时办结，没有发生被要求重新

办理的情况。并按时限和要求完成市政务公开办交办的《广州市林业和园

林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市属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和 5 个市属国有林场改

革实施方案的请示》（穗林业园林报〔2017〕26 号）文件属性问题、省长

留言办理（7 月 14-16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征求政府网站集

约化方案及处理意见的函》（政务公开〔2017〕237 号）、《广州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政务信息处）关于征求我市例外政府网站处理意见的函》（政

务公开〔2017〕328 号）、《广州市政务公开工作办公室关于健全政务公开

协调机制及工作网络的通知》（穗政务公开办〔2017〕48 号）等临时性任

务。 

 

二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本局 2017 年全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3319 条，其中：1.组织机构类信

息 2 条；2.部门文件类（包括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信息 28 条；3.动态类

信息 499 条；4.行政职权类信息（包括行政审批、执法等）7 条；5.办事

指南类信息 38 条；6.财政预决算信息 2 条；7.政府工作报告 1 条；8.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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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1 条；9.建议提案办理结果类信息 19 条；10.其他

信息 2722 条（主要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其他”栏目信息，以及通过

微博微信、新闻发布会、新闻媒体公开的信息）。 

在主动公开信息工作中，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政

府网站公开信息 743 条，微博微信公开信息 1598 条，新闻发布会公开信

息 3 条，新闻媒体公开信息 975 条，政府公报公开信息 0 条。 

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 8 次。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情

况：举办新闻发布会 2 次，组织政府网站在线访谈 0 次，发布政策解读稿

5 篇，通过微博微信回应事件 0 次，通过新闻媒体等其他方式回应事件 0

次。 

 

三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本局 2017 年共受理信息公开申请 12 件，其中网上申请 12 宗，

占 100%。 

从申请的信息内容来看，大约 25％属绿化规划类信息，16.7％属人事

管理类信息，其余是涉及森林防火、林政管理、公园管理、绿化管理等方

面的信息。 

在已经答复的 12 件申请中， 

“同意公开”的 6 件，占总数的 50％，主要涉及绿化规划、森林防火、

公园管理、绿化管理等方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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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公开”的 4 件，占总数的 33.3％。主要是因为申请公开事项涉及

个人隐私、信访案件、商业秘密等。 

“非本机关政府信息”的 2 件，占总数的 16.7％，主要是因为申请人

不清楚我局行政管理范围。 

从申请的对象分析，以本地公民为主，占全部申请的 58.3％，也有

部分是来自广东省外的公民。以组织名义提交的政府信息申请有 2 件，分

别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四  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情况 

本局 2017 年度依申请公开收取的费用（检索费、邮寄费、复制费等）

为 0 元。 

 

五  因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本局 2017 年度无发生针对本单位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

案。 

 

六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2017 年，我局在推进和规范本机关政务公开工作中取得了较为明显

的成效，但在主动公开领域，尤其是在部门网站运营管理中仍然存在专职

人员不足、资金保障不够、平台扩展能力不好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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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局将按照政务公开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网站建设与管理，

强化网上政府信息发布、政民互动、便民服务平台作用：一是对现有网站

软硬件平台进行升级改造，二是依托“数字绿化”系统打造网站特色专栏，

三是建立完善移动门户、政务微信、政务小程序等新应用，不断提升网上

政务服务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