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市地方标准 

《“红色代办”便民服务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晋城市阳城县长期开展红色代办便民服务准确度

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结合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要求，特申请立项晋城市地方标准《红色代办便民服务规范》。 

（二）起草单位 

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山西）有

限公司。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赵  芳 主  任 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 总体统筹 

赵玉婷 科  长 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 具体编制 

侯晓婷 助理工程师 
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

（山西）有限公司 
具体编制 



 

 

二、  制（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 

（一）必要性 

紧扣人、物、事三个要素，建立代办队伍、搭建代办平

台、明晰代办事项，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活力。两张

清单明事项：县级结合乡（镇）便民服务事项指导目录、村

（社区）便民服务事项、村级组织履行事项等清单，围绕群

众关注度高、办理频次高的服务事项，梳理制定 8 大类 62

项《便民服务事项标准化清单》；各村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

逐条梳理，明确服务事项、办理方式、承办人、联系电话等

内容，形成个性化的“村能办”便民服务事项清单，并上墙

公告，让群众一目了然、心中有数。三类人员组队伍：明确

在党员、村委干部及工作人员、入党积极分子等三类人员中，

择优确定服务意识、业务本领、工作作风好的担任红色代办

员，目前全县已建立县级红色代办员 48 名，乡级红色代办

员 92 名，村级红色代办员 1539名，同时在代办员队伍中常

态化做好代办成效反馈、代办评优激励，确保干有目标、干

有动力。一个标准建平台：根据高频事项办理情况，在县政

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和村（社区）便民服务



 

 

站设置红色代办专窗，统一专窗挂牌和醒目桌牌，以版面形

式统一公示代办员姓名、照片、联系电话、受理范围、代办

方式等内容，目前已设置 366个红色代办专窗参与代办行动。

建立县乡村响应机制：实行“村级吹哨、镇县响应”工作机

制，针对事项办理权限不在村（社区）便民服务站的，由村

（社区）便民服务站窗口红色代办员受理接件，通过网上沟

通，在县镇相关业务人员的指导下，确认所需材料、办理流

程、办理时限等，红色代办员通过高拍仪将所需资料扫描成

电子版，通过审批系统进行提交上传。资料上传后，由县级、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人员立马审核、签字、盖章、出证，

并将证照回传到社区，真正将便民服务从“窗口”搬到“村

口”。因此，红色代办便民服务规范的实施，不仅可以促进

政府部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还能推动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

切实提升市民的满意度。对于提高政务服务效率、提升服务

质量和满意度有着重要意义。 

（二）可行性 

红色代办便民服务工作是一项提高便民服务水平的重

要措施，它不仅能保证便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更有助于提



 

 

升公众的满意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

企业群众呼声和需求，整合政务服务资源，丰富政务服务供

给，完善“1+15+335”县乡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更多

便民服务事项在村（社区）“能办”“快办”“易办”“好

办”，落实县乡村红色代办机制，办事体验度不断提升，进

一步推进政务服务运行标准化、服务供给规范化、群众办事

便利化，持续提升基层便民服务能力和水平。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申报阶段 

通过深入调研晋城市、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现状，确保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编制《红色代办便民服务规范》

草案，向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标准草案、申报书以及

编制说明。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

关系 

（一）制定原则 

1. 合规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规范性要求，

标准中有关内容是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为主要依据，结合我市现状，参考其他省市相关标

准的基础上形成。 

2.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制定原则符合国家政策、规范性引用文件的要求。 

3. 先进性原则。 

此项地方标准填补市内空白，具有先进指导性意义。 

4. 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考虑了市情和具体政务服务办事指南准

确度检查工作转化为标准服务过程中实践所需条件，统筹兼

顾了规范性和灵活性，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可行性。 

（二）制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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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 号）； 

4.《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

制度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通知（晋政办发〔2020〕59 号）》； 

5.《关于印发晋城市改进提升全市政务服务水平工作方

案的通知》（晋市政办〔2018〕54 号）。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与已发布标准无关联。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第一章红色代办便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场所建设、事项

清单、服务模式、服务流程。本文件适用于晋城市政务服务

中心办事指南准确度检查工作。 

第二章是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的文件。 

第三章是本文件没给出术语和定义。 

第四章规范了基本原则。包含了加快推进政务服务向基

层延伸，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村内可办、就近可办、多

点可办”，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慢等问题 

第五章是场所建设。包含了统一建设内容、配备基础服



 

 

务设施、升级网办能力。 

第六章是服务内容，包括了编制便民服务事项清单、拓

展办理范围、动态调整更新便民服务事项。 

第七章是服务机制，主要包含建立县乡村三级“红色代

办”服务体系、推行红色代办服务模式多样化、突出红色代

办流程便民化。 

六、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红色便民服务规范》作为推荐性标准。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相关部门单位积极组织开展标准的宣贯、培

训等活动，做好标准条文解读工作，通过报纸、公众号等传

统媒体进行宣传，并发布新闻稿件、专题报道或制作宣传视

频，同时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包括在官方

网站或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内容，如推文、文章、图片和视

频等，以提高公众对该标准的知晓度。 

 

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9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