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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历下信用办〔2020〕8 号

历下区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情况总结

评估报告

近年来，历下区认真落实省、市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总体部署，坚持工作创新和率先引领，整合信息资源，强

化信用应用，弘扬诚信文化，打造“诚信历下”建设品牌，

以政务诚信引领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全面构建

以信用为核心的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体制，有效提

升了政府形象和营商环境，信用建设工作走在了全市前列，

取得了一系列成绩：2019 年 1 月，宽厚里街区挂牌全市首个

信用示范试点街区；2019 年 12 月，解放路街道办事处成为

全市首个诚信街道创建试点单位，全区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

良好成效。

一、总体情况及经验做法

（一）建机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1、健全工作机制。2016 年成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分解量化、推进落实全区信用体系建

设工作主要任务，明确工作目标和完成时限，保障各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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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效落实。2020 年历下区将“诚信历下”建设列入全区

“重点工作攻坚年”重点任务，打造“诚信历下”品牌。区

政府组织召开信用体系建设专题座谈会，研究讨论“诚信历

下”建设思路。会后，区发改局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先后组

织召开三次专题小组会议，邀请专家学者召开“诚信历下”

建设专家论证会，明确“诚信历下”创建形式及方法路径，

确定基本框架思路及重点工作任务。

2、强化顶层设计。大力推进纲领性制度文件制定出台，

结合历下区实际，研究制定了《历下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方案》、《历下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工作

方案》、《历下区公共信用信息应用清单》、《历下区创建

“信用经济试验区”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等文件，以

政府推动、社会共建为原则，持续推进政务诚信、个人诚信

等重点领域诚信建设。

3、加强信息公示。按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制度要求，坚持“谁产生、谁公示、谁负责”原则，依法全

面梳理区级部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公示目录。建立健

全“双公示”信息信息报送机制，实现长效动态管理。统筹、

指导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报送“双公示”

信用信息，通过“信用中国（山东济南）”、政府网“双公

示”板块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截至 2020 年

11 月 26 日，共上报“双公示”信用信息 130063 条，其中行

政许可信息 127019 条，行政处罚信息 3014 条。

（二）重奖惩，营造诚信营商环境

1、深化联合奖惩。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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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使用《历下区公共信用信息应用清单》，建立信用信息

目录动态更新机制，广泛应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山东

济南）联合奖惩系统，在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市场准入、

招商引资、行政审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荣誉称号授予、

财政资金补贴等涉及公共服务领域和重点工作中，设立信用

信息查询环节，制定使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报告的

硬性规定，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资决策风险，推

动全区各部门形成“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工作合力。

3、加大惩戒力度。贯彻落实省市在涉金融、招投标、

农资、保险、环保等多个领域联合惩戒有关文件。深入开展

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行动计划，推送纸质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三次，涉及失信被执行人 7767 人次，依法依规

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严格落实《企业信息公示暂

行条例》与《市场主体经营异常名录办法》，依托信息公示、

信息共享和信用约束等手段，将出现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

报告信息、企业公示信息弄虚作假等情况的违规企业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

4、加强分级分类监管。将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作为监管

的重要环节，向全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转

发《济南市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办法（试行）》，要求各

部门熟练运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山东济南）查询企业

信用评分和等级，根据企业信用状况，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

施。

5、创新自贸区信用应用。依照市级企业信用分级分类

监管办法，经过分级分类整理，自贸区历下区块企业按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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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类别不同分为 19 个行业，B 等级以上企业达到 107 家，其

中 1 家企业入选山东省诚信建设示范企业。

6、创新信用金融服务模式。召开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

合信用服务平台历下区银企对接会，参会企业达到 130余家，

以信用助力企业融资。疫情期间组织解放路 67 家企业成功

举办“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平台”线上推介会，点对

点模式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三）重信用，强化政务诚信建设

政务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诚信历下”建

设的关键环节。坚持自查与整改双管齐下，创新政务诚信建

设“1+1”模式，即每年开展 1 次全面自纠自查，完成 1 次

专项清理整治。面向全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街道办事处

及区属企业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区政府机构失信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围绕四项可能存在的政府失信问题进

行全面自查整治，针对可能存在失信风险的问题建立政务领

域失信记录工作台账，一案一策，健全完善政务诚信专项监

管督导机制，不断提升政府诚信行政水平。大力开展全区公

职人员政务失信排查工作，通过中国执行信息网全面排查公

职人员是否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切实强化公职人员诚

信履职意识。

（四）树标杆，试点引领信用建设

积极推动全市首个信用示范试点街区——宽厚里和全

市首个诚信试点街道——解放路街道诚信建设。“信用济南”

微信公众号“信用惠民”专栏，设立信用示范板块，集中展

示宽厚里街区信用示范试点街区和解放路诚信街道创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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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果。以“双试点”先行先试、探索创新，形成可复制推

广的典型经验做法，带动全区信用发展。

宽厚里诚信示范街区举办“我承诺 我诚信 我文明”新

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各行各业开展“诚实守信、文明

经营、优质服务”诚信宣传实践。开展“诚信者行动”志愿

服务活动，积极倡导商户店铺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将诚信

宣传触角延伸到辖区企业商户的身边，打造市民满意的商业

服务窗口。

解放路诚信街道试点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解放路

办事处对诚信街道创建有关工作进行指导，定期召开工作座

谈会。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争做诚信市民”宣传活动，发

起诚信倡议签名，呼吁辖区居民、社会各界树立诚实守信的

观念，共同参与“诚信历下”创建过程。

（五）高站位，创新信用应用模式

以“一带一路”城市信用体系平台建设为契机，加强与

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市发改委三方战略合作，共同推动“一

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与国家发

改委国合中心、市发改委三方磋商机制，定期组织三方磋商

会谈，深度讨论战略协议合作事项，细化合作内容。凝聚多

方合力，克服诸多困难，济南国合信用研究院正式落地，实

现正常运转。

2018 年 10 月 19-20 日，由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济南

市政府主办，市发改委、历下区等单位承办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城市信用联盟高峰会议在我区成功举办，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王忠林同志，国家发改委秘书长丛亮同志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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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孙述涛同志参会并主持，蒙古、

泰国等 8 个“一带一路”国外城市，重庆、西宁、成都等 31

个国内城市参加会议。

（六）增氛围，加大诚信宣传力度

1、诚信进机关形式多样。开展形式多样的诚信宣传活

动 60 余次，区商务局举办“历下区家庭服务业诚信单位及

金牌服务员评选活动”，表彰年度历下区家庭服务业诚信单

位及金牌服务员；区文明办举办“历下榜样”评选活动，评

选诚实守信榜样、助人为乐榜样等多个奖项，代表历下参加

济南市第四届济南榜样评选活动。生态环境历下分局开展环

境信用核销，让“上门服务”成为新常态。在疫情期间，主

动联系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上门向企业发放核销计分流程

明白纸，并对不会申请核销计分的企业进行现场指导，帮助

企业及时核销计分，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2、诚信进社区成果显著。开展诚信宣传进社区活动，

打造历下区“儒信大讲堂”“诚信者行动”两大品牌。“儒

信大讲堂”不定期在社区内召开，旨在依托专家学者的言传

身教，让诚信思想浸润人心，让诚信文化深入社区，逐渐形

成“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的社会氛围。“诚信者行动”

深入社区所辖范围内商圈、沿街店铺，旨在倡导商户店铺诚

信经营，诚心服务，营造街区风清气正的消费环境。

3、新闻宣传初见成效。为更好的宣传历下区信用体系

建设成果，经过多方沟通协调，在信用济南网站开设诚信历

下板块，包含诚信品牌建设、儒信大讲堂、信用创新应用等

6 个部分内容，是济南市市首个区县板块。新华网山东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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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政府网报道“济南历下区开展“我承诺 我诚信 我

文明”主题活动”；济南日报、舜网报道历下区文明城市创

建分享之诚信金街宽厚里篇；信用中国报道解放路基层社会

治理信用“+”；齐鲁壹点、大众网报道“诚信历下”进社

区宣传品牌“儒信大讲堂”。

二、存在问题

1、部分部门重视程度不够。按照省市县文件要求，由

地方多个部门联合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多数部门没有

真正实质性开展这项工作。由于相关部门领导重视不够，导

致信用建设工作尚处于被动的局面，信用工作推动难。

2、缺乏系统性的信用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的信用法

律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依据的多为制度文件形式，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的法律依据不足，未形成完善的

法律体系。

3、相关信用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对于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缺乏系统认识，社会信用建设碎片化，不成体系。信

用产品应用场景有限，针对广大市民主体的信用产品较匮

乏。

历下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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