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池州市委办公室 池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构建
“池”久满意“四个服务”矩阵工作机制的具

体措施》的通知
池办发〔2024〕4 号

各县、区委，县、区人民政府，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九华

山风景区、开发区工委、管委，市直各单位，驻池有关单位：

《关于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构建“池”久满意“四个服

务”矩阵工作机制的具体措施》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池州市委办公室

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8 日



关于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构建“池”久满意
“四个服务”矩阵工作机制的具体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论

述，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健全民声呼应工作体系更大力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的意见》，在全市构建“池”久满意“四个服务”矩阵工作机

制，推动更好找准问题、解决问题，大力营造事事马上办、

人人钉钉子的生动局面，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人才、服务企

业、服务基层实效，进一步打响“池”久满意服务品牌，为池

州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作风保障。现制定如下具体措施。

一、健全诉求收集机制

1.健全群众诉求收集机制。构建覆盖广泛、形式灵活

的“线上+线下”群众诉求渠道体系，进一步优化人民网地方

领导留言板、“互联网+督查”平台、省长信箱、12345 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为企服务线上平台、信访信息化平台等线

上平台工作流程，简化群众反映程序，让群众诉求“一呼快

应”。进一步畅通信访接待场所、政务服务大厅、各类服务

窗口等线下渠道，统筹推进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服务平

台建设，让各类线下反映渠道直达群众身边。落实省委打

造“民声呼应”升级版要求，持续关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社会关注度高的热点难点问题，原则上每周至少梳理 1 期

《民声呼应》类载体，让下情上达更直接、更高效。（牵

头责任单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信访局、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市营商环境办）

2.健全人才诉求收集机制。在池州先锋网、市人才一

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开设人才诉求反映专区。依托 12345 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和人才服务专线，接听受理人才诉求。选

派一批干部担任服务专员，与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建立“一

对一”长期稳定服务关系，常态化听取意见，协调帮助解决

困难问题。（牵头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

3.健全企业诉求收集机制。健全“企呼政应、接诉即办”

工作机制，依托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池州市企业服务中心、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为企服务热线、市级综合服务平

台、“池州企业服务”微信公众号及 APP 等载体一口收办企业

“挂号”诉求。健全企业家约见政法单位负责人工作机制，推

深做实法院院长与企业家定期座谈、企业家约见检察长、警

企恳谈会、企业家约见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等制度。（牵头

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营商环境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

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

4.健全基层诉求收集机制。市级层面按照分区域、分

行业、分领域相结合方式开展现场办公，原则上做到各县

区（开发区）年度全覆盖。建立基层诉求季度收集、解决、

反馈机制，与开展季度“矩阵赛马”同步推进。各县区、市



直各单位比照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做到发现问题在一线、

化解矛盾在一线、工作落实在一线。（牵头责任单位：市

加快高质量发展艰苦创业奋勇争先季度考评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二、建立面对面交流机制

5.建立“池”久满意面对面交流平台。市级层面每周三举

办“‘池’久满意面对面”活动，由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面

对面与群众、人才、企业、基层代表座谈交流，零距离倾听

各方面心声。其他市级负责同志根据分管、联系领域工作实

际，适时举办“‘池’久满意面对面”活动。明确专班牵头负责

收集、交办活动参会人员意见建议或需要协助解决的诉求。

相关部门涉及事项办理完毕后，由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办

室进行回访；对短期内不能解决的事项，纳入“持续推进事项”

办理。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办室每月向市委、市政府汇总

上报当月“‘池’久满意面对面”活动收集事项闭环办理情况。

（牵头责任单位：市加快高质量发展艰苦创业奋勇争先季度

考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健全“清单+闭环”诉求办理机制

6.提高群众诉求办理质效。压实各《民声呼应》类载

体渠道主管部门首接责任，对能立即办理的，马上就办、

办实办好；对需要一定时间办理的，明确具体措施，限期

办理到位；对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做好解释说明，疏导群

众情绪。省《民声呼应》涉及池州问题、《池州民声呼应》



刊载问题及省市领导批示，实行即收即交即办，确保件件

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对诉求中涉及粮食安全、生态环保、

安全等“国之大者”的重大事项，实行提级办理。（牵头责

任单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7.提高人才诉求办理质效。对网上专区收集的诉求，

建立“当日受理、三日办结”工作机制。对 12345 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收集的诉求，实行简单诉求“直接答”、疑难诉求

“连线答”、复杂业务“工单答”的方式快速办理。对服务专

员走访过程中收集的诉求，3 个工作日内向市委人才办报

送诉求收集办理情况；对一时难以解决的，由市委人才办牵

头协调相关部门帮助解决，并跟踪回访。建立由市委人才办

牵头，人社、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税务等相关部门协同

配合的人才服务“1+N”工作机制，形成人才诉求动态摸排、

分层处理、定期会商、跟踪落实、信息反馈的工作闭环。（牵

头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

8.提高企业诉求办理质效。对“企呼政应、接诉即办”

工作机制收集到的企业“挂号”诉求，于 1 个工作日内逐级

交办至主体牵头责任单位，能直接办理的于 1 周内办结；

对较复杂诉求或企业反复“挂号”诉求，一般应邀请企业参

与会商，于 2 周内妥善解决；对特别复杂诉求，实行提级

办理，原则上于 1 个月内办结回复“挂号”企业。对法院院

长与企业家定期座谈收集到的诉求，按照涉诉、涉访、涉法

律咨询服务等类别分类交办，原则上 3 个月内办结。对企业



家约见检察长反映的诉求，在 3 个工作日内交办下级检察院

或市直相关部门，原则上 3 个月内办结。对警企恳谈会收集

到的诉求，原则上 1 个月内办结。对企业家约见司法行政机

关负责人反映的诉求，能够当场答复的，当场答复；情况复

杂、需进一步调查处理的，原则上 1 个月内调查处理完毕，

并反馈结果。市营商环境办对企业诉求办理情况不定期进行

回访，做到“一盯到底”。（牵头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中

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营商环境

办）

9.提高基层诉求办理质效。开展现场办公前，由各县

区（开发区）梳理汇总需要市级层面帮助解决的重要事项，

及时上报市政府，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会同市直相关单位

提出诉求解决初步意见，按程序审定后，由市政府相关负

责同志在现场办公会议上予以回应。对基层诉求季度收集、

解决、反馈机制收集诉求中的重大事项实行提级办理。市

委督查室、市政府督办室对基层诉求办理情况实行跟踪督

办。（牵头责任单位：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四、健全源头治理和赋能机制

10.健全举一反三专项攻坚机制。对群众、人才、企业、

基层反映的共性问题，及时开展专项攻坚和订制服务，推

动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牵头责任单

位：市加快高质量发展艰苦创业奋勇争先季度考评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11.健全突出问题动态清零机制。市级层面不定期梳理

群众、人才、企业、基层面临的瓶颈、堵点问题，建立清

单，开展系统治理。（牵头责任单位：市加快高质量发展

艰苦创业奋勇争先季度考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12.健全促进赋能工作机制。进一步凸显群众、人才、

企业、基层的主体地位，形成推进池州现代化建设的强大

合力。结合推进文明城市、平安城市、信用城市、卫生城

市、公园城市“五城同创”以及基层党建、文明创建、城管

城建“三建协同”，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弘扬正能量。深入实

施“万马奔池”人才计划，加大待遇落实、平台建设、创业

要素等保障力度，让各类人才在池州安心、放心创业。进

一步对标沪苏浙先进城市，深化为企优环境，持续加大要

素配套、成本降低、场景应用、产业链协同、市场开拓等

服务保障力度，加快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完善“基层（村、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及时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

推广征求意见单、群众满意度调查单、义务监督员“两单一

员”制度，对项目建设、资金分配等涉及基层事项充分听取

基层意见，不断提升基层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牵头责任

单位：市加快高质量发展艰苦创业奋勇争先季度考评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构建“池”久满意“四个服务”矩

阵工作机制由市加快高质量发展艰苦创业奋勇争先季度考

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研究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重大问

题。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区、本部门、

本领域实际，制定具体可操作的落实举措，进一步压实工

作责任，抓好工作协同，切实形成主动服务、积极赋能的

良好工作格局。

（二）健全调度机制。市委、市政府将“四个服务”工

作纳入季度“赛马”和年度市委综合考核、市政府目标管理

绩效考核。市加快高质量发展艰苦创业奋勇争先季度考评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周交办、月讲评、季通报、年考

核”方式，持续跟踪问效。

（三）抓好宣传引导。加强对“四个服务”工作的宣传

解读，扩大社会面知晓度。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和成功案例，

通报负面典型，引导全市上下进一步形成重心向下、用心

服务、狠抓落实的优良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