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

2018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黑龙

江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要求，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编制完

成了 2018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本报告所列数据

的统计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报

告 的 电 子 版 可 在 黑 龙 江 省 监 狱 管 理 局 门 户 网 站

（http://www.hljjyj.gov.cn）下载。如对报告有任何疑问，

请与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组织宣传处联系（地址:哈尔滨市

南岗区汉广街 79 号；邮编: 150080 ；联系电话：

0451-86347020；电子邮箱：hljsjyjzxc@163.com）。

一、工作概述

2018 年，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以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司法部关于推进政

务公开工作的系列部署，按照“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的总要求，统筹兼顾、重点突出，扎实推进决策、执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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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和结果“五公开”,主动回应关切及依申请公开等

项工作，确保了我省监狱政务公开工作的质量和实效。

（一）制定要点、明确责任分工，提高工作质量。年初，

按照《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全省政务

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黑政办发[2018]35 号）文件精神，

制定下发了《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 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

点》和《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责任落

实及推进表》，结合监狱工作实际，分解工作任务，制定责

任分解表，下发到基层监狱和局机关，明确提出了工作标准

和落实部门，层层压实责任，确保了信息公开及时、准确。

（二）搭建载体，严格保密审查，扩大公开范围。全系统

信息公开以省监狱管理局门户网站《黑龙江监狱网》为主阵

地，同时又开通了省监狱管理局官方微信平台 1 个、省直监

狱官方微信平台 20 个，利用新媒体主动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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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公开发布过程中，严格执行省国家保密局《黑龙江

省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黑保局发〔2009〕6 号)和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机关国家秘密事项一览

表〉的通知》(黑狱通〔2015〕118 号)的各项规定，坚持先

审查，后发布的原则，做到信息发布前填写《黑龙江监狱信

息公开审批单》和《信息保密审查表》，涉及重大事项和敏

感内容的信息需经局办公室进行保密审查，再由局主管领导

审核批准发布，切实做到了信息公开“谁公开、谁审查，谁

审查、谁负责，先审查、后公开”的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审

查程序，落实了审查责任，把住了信息发布的审查关、保密

关和安全关。

（三）用好平台，加强网站管理，发挥阵地作用。省监

狱管理局领导高度重视局门户网站建设，安排专人负责网站

日常运营，并由局科技信息化处负责网站服务器的维护和网

络安全管理，由哈尔滨华泽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第三方提供技

术支持。2018 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

展指引的通知》（国办发〔2017〕47 号）要求，对照《全国

政府网站普查评分表》，对省监狱管理局官方网站《黑龙江

监狱网》进行了自检自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整改，

坚持做到 25 个栏目适时更新，达到了国务院、省政府关于

网站建设和管理的标准和要求，在全年全国网站普查工作

中，省监狱管理局官方网站《黑龙江监狱网》均为合格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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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省监狱信息公开的主阵地。2018 年，省监狱管理局官

方网站《黑龙江监狱网》发布信息 647 条，其中，公开执法

类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 119 件，占总数的 18%；公开监狱工

作信息 282 条，占总数的 44%，公开监狱文化建设信息 165

条，占总数 25%；公开政策法规类 25 条，占总数的 3 %；公

开民警典型事迹 30 条，占总数的 5%；其他类 29 条，占总

数的 5%。局门户网站自开通以来上线点击量超过 32 万次。

（四）适时监测，有效应对舆情，主动回应关切。一是

加强舆情监测，把握收集重点。与北京智慧星光网络公司合

作，利用其“舆情秘书”监测系统，对全省监狱系统政务和

狱务舆情进行 24 小时监测，涉狱信息能在 3 分钟内抓取并

推送到监测员的手机端和电脑端，确保及时获取舆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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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同时，结合工作开展情况，重新调整选

配了各监狱的网络舆情监测员，优化了队伍，适时开展舆情

监测软件技术应用远程视频培训，加强了全系统舆情监测和

处置能力。2018 年，共发现网络负面信息 15 件，其中，产

生较大负面影响的 1 件，均得到及时有效处置。二是把握舆

情研判处置重点和方向。省监狱管理局和全省各监狱均建立

了《监狱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预案》和《黑龙江省监

狱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制度》，省监狱管理局成立舆情处置工

作总指挥部，各监狱组建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健全涉狱舆情

收集、研判、回应、处置和评估联动工作机制。三是把握舆

情回应节点，有效稳控舆情事件。对重大涉狱舆情快速反应，

并把握回应时效。2018 年 3 月 31 日发生的牡丹江监狱舆情

事件，监狱及时预警汇报，省厅、局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现

场指挥，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各级宣传部门保持联动，

联合公安、网信、主流媒体及时发布事实，全系统 200 多名

网评员全员网上评论引导，持续 72 小时应对，随时掌控网

络态势。经过上下通力合作，确保了这次舆情事件得到了及

时有效控制，没有发生重大舆情炒作。

（五）强化培训，坚持日常考核，完善管理机制。省监

狱管理局将政务公开业务纳入干部培训课程，年初制定政务

公开业务培训计划，精心安排培训科目和内容，加强政策理

论学习和业务研究，确保政务公开工作人员准确把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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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专业素养，保证工作质量。3 月份，举办了省直监狱政

务公开工作业务培训班，50 人参加了为期 3 天的培训，省监

狱管理局分管政务公开工作的人员针对政务公开工作存在

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指导，对做好政务公开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培训班上，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和《黑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及《黑龙江省监狱

管理局 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进一步明确了政务公

开工作的任务要求和工作标准。8 月份，与法制日报合作举

办了新闻宣传写作和舆情应对培训班，各监狱组宣科长和业

务骨干 60 余人参加了培训。同时，省监狱管理局政务公开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政务公开工作的日常考核工作。对政务

公开项目的公开率、内容的合格率、公开形式的规范性、公

开措施的落实和效果等方面进行检查考核，将政务公开工作

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全年目标考核体系进行常态考核。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积极推进内部公开。省监狱管理局制定了监狱政

务公开管理办法，加大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干部

选拔任用、机关预决算、基建工程、政府采购等公开力度，

既公开了结果，也公开了工作过程，自觉接受监督。为了确

保不涉密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全部得以公开，省监狱管理局

明确规定，对可公开的政策性文件，由局办公室提供给局政

策法规处，再由局政务公开办公室（局组织宣传处)在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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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信息公开平台和局官方网站中予以公开。其中在省政府信

息公开平台发布各类稿件 93 篇，并已完成 2019 年度财务预

算公开。

（二）深入推进狱务公开。一是主动利用局门户网站公

开执法工作关键环节。在省监狱管理局门户网站上设置“狱

务公开”板块，主动公开《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在局门

户网站上开通“刑罚执行”业务咨询窗口，及时答复社会关

切和服刑人员家属有关执法方面的咨询，全年解答可公开的

刑罚执行业务咨询 8 项，不可公开的、来人来函来电咨询刑

罚执行业务共计 12 件；利用局网站建立“规范性文件”专

栏，及时公开监狱工作政策及法规；利用“局长信箱”，及

时解答服刑人员家属对监狱执法管理工作提出的问题 64次；

利用“意见征集”专栏，主动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4

次，使服刑人员家属和社会公众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得

公开信息。二是开通狱务公开热线服务电话。2018 年 3 月

27 日，省监狱管理局狱务公开服务热线电话正式开通，省局

安排专人负责热线接听和受理工作，各监狱选定热线电话联

络员，保证了受理的问题及时转办和落实。热线服务电话开

通以来共接听受理电话问题 178 条，投诉信访类电话 19 次，

为服刑人员亲属提供了服刑人员所在监狱、监区、通联地址、

汇款收发等基本信息查询 63 次，监管改造信息查询 28 次，

政策、法规类信息咨询 11 次，为其他政法机关、律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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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查询 57 次。

（三）利用新媒体传播的优势扩大公开覆盖面。《黑龙

江监狱》官方微信平台在 2018 年共发微信稿件 653 篇，95%

的信息点击量过千，单篇最高点击率 2 万余次。在法制网舆

情监测中心近期的“全国微信影响力排行榜---司法行政篇”

周排行榜中，黑龙江监狱微信公众号一直名次靠前。同时，

更加积极主动地向媒体开放。无论是监狱开展的主题活动，

还是创新举措、重点工作成果，都适时邀请媒体记者集体参

加，进行全媒体传播。4 月 14 日，邀请 10 家媒体记者到呼

兰监狱参加 第二届“围棋报火凤凰杯”围甲联赛开幕式并

全程报道；4 月 17 日，邀请 13 家媒体记者到泰来监狱参加

首次服刑人员刑释就业推介会；5 月 11 日，邀请 8 家媒体采

访报道母亲节亲情帮教活动；6 月 28 日，邀请 25 名记者参

加哈尔滨监狱媒体开放日活动；9 月 20 日，邀请 14 家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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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参加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人员新书发布会活动；11 月 8

日，邀请 12 家媒体记者参加全省十佳监狱人民警察颁奖仪

式等。全年记者团队先后 30 余次深入到各个监狱实地采访

报道，主动占领了宣传阵地，监狱工作得到了广泛传播，提

高了社会对监狱工作的了解和认知度。

2018 年在新闻媒体上发表报道 178 篇。其中，国家级媒

体 47 篇，省级媒体 131 篇。

国家级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 4 篇，央广网 1 篇，

法制网 4 篇，人民网 14 篇，中新网 7 篇，新华网 5 篇，新

华社 4 篇，司法部《黄丝带》杂志 1 篇，法制日报 2 篇，中

国网 1 篇，中国长安网 2 篇，围棋报 1 篇、中国棋牌网 1 篇。

省级媒体：南方都市报 1 篇，澎湃网 2 篇，东北网 29

篇，平安龙江网 8 篇，黑龙江日报 1 篇，黑龙江晨报 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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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电视台 15 篇，凤凰黑龙江 10 篇，今日头条 7 篇，劲

彪新闻 17 篇，黑龙江法制报 1 篇，网易 18 篇，腾讯新闻 4

篇，天天快报 4 篇，新晚报 1 篇，一点资讯 1 篇，《退休生

活》1 篇，黑龙江画报 1 篇、龙江机关党建 1 篇、爱奇艺 1

篇。

（四）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受理和答复工作。省

监狱管理局立足本系统受理依申请公开问题的需要，进一步

完善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受理、转办处理和答复程序，

明确了答复责任。对申请涉及基层监狱或者局机关多个部

门，由主管领导签批到责任部门逐项落实，建立了沟通协调

机制。对申请事项不属于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范畴或无法按申

请提供政府信息的，在法定时限内主动与申请人沟通。在答

复申请时做到了依法有据、严谨规范、慎重稳妥。全年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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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件通过网站依申请公开栏目申请的事项，做到了及时、规

范、有效回复。未发生与我局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行政复议

案件，未发生与我局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行政诉讼案件，

2018 年度，我局无依申请收费及减免情况。

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由于负责政务公开工作的人员不是专职人员，在某

种程度上因对工作认识不高，对文件理解不深不透和业务不

熟悉等因素，影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质量。建议上级部门加

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直接指导，特别是有针对性的开展业务

培训。

二是建议上级部门结合行业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和指

导性的政务公开工作细则、公开标准、公开范围和考核细则，

做到政务公开工作抓在日常，评在经常，确保全省各个部门

的政务公开工作齐头并进，切实发挥公开平台联系政府和群

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四、2019 年政务公开工作思路

2019 年，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继续聚焦依法治监、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积极适应建设平安监狱、法治监狱和智慧监

狱工作新常态，继续深化和完善监狱信息公开工作。

一是建立日常管理机制，加强公开规范化建设。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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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善《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管理办

法》，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化建设，加大重点领域信

息公开力度，主动、及时、全面、准确发布和解读政府信息，

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二是改版官方门户网站，优化信息公开平台。进一步完

善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门户网站建设，结合国务院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对网站建设的相关要求，立足监狱系统信息公

开工作需要，拟在 2019 年上半年完成对《黑龙江监狱网》

改版升级工作，科学合理设立栏目和窗口，便于信息公开和

与群众互动，进一步加大主动公开力度，不断提高监狱信息

公开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强势运营微信公众号，发挥政务新媒体优势。2019

年继续加大对《黑龙江监狱》官方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力度，

增加人员和宣传设备投入，最大限度地增强主动宣传效果，

扩大监狱信息公开覆盖面。同时，借助第三方的力量主动公

开，拟在《澎湃新闻网》上开通监狱政务号，会同媒体共同

策划政务信息公开重点和方式，发挥网络媒体优势，进一步

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四是组织业务培训，落实信息公开考评机制。将政务公

开业务培训纳入 2019 年干部培训计划，从实际需要出发，

设计课程内容，提高培训实效。同时，以绩效考核为导向，

制定考核细则，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纳入全省监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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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考核的重点内容，定期组织专项督导检查，促进政务公

开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五）强化培训，坚持日常考核，完善管理机制。省监狱管理局将政务公开业务纳入干部培训课程，年初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