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区、县（市）任务清单

序号 一级任务 二级任务 4月 6月 8月 10 月 12 月

1

浙政钉

提升“浙政

钉”用户日

活跃率

持续提升用户活跃

率，日活跃率不低于

50%。

持续提升用户活跃

率，日活跃率不低于

60%。

持续提升用户活跃

率，日活跃率不低于

65%。

持续提升用户活跃

率，日活跃率不低于

70%。

持续提升用户活跃

率，日活跃率不低于

75%。

2

优化完善

“浙政钉”

工作台

配合做好关停 1.0 平

台工作，做好“浙政

钉”2.0日常运维保障

工作。

1.做好“浙政钉”2.0 日常运维工作；

2.做好“浙政钉”区县工作台和部门工作台建设管理工作，做好应用权限精准设置工作；

3.优化完善“浙政钉”工作台，探索建设符合地方特色的工作台应用体系。

3

整合移动应

用，实现移

动应用一端

集成

1.持续做好新建移动

应用上架管理工作；

2.新上架应用做好埋

点工作，完成率100%。

1.完成低频应用整合

提升（完成率不低于

55%）；

2.持续做好新建移动

应用上架管理工作；

3.新上架应用做好埋

点工作，完成率100%。

1.完成低频应用整合

提升（完成率不低于

70%）；

2.持续做好新建移动

应用上架管理工作；

3.新上架应用做好埋

点工作，完成率100%。

持续推广标杆应用。

4
浙里办

“浙里办”

应用汇聚管

理

完成本地“浙里办”

存量应用的改造与迁

移。

完成“同源发布”试

点工作。

1.持续推动本地便民惠企应用汇聚至“浙里办”，并做好保障支撑，

确保应用好用、易用；

2.持续做好本地便民惠企应用“同源发布”管理，确保输出至第三方

的应用与“浙里办”体验一致，即在“浙里办”上线运行后，再输出

至第三方。

5 “浙里办” 1.按照省、市总体框 做好“浙里办”运营 1.按照省要求，推进 1.完成区、县（市） 持续做好城市频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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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频道建

设

架，充分调研自身需

求，制定适合自身的

区、县（市）频道建

设运营方案；

2.做好“浙里办”运

营推广，确保本地百

万人口日活跃数不低

于 3.4 万。

推广，确保本地百万

人口日活跃数不低于

3.8 万。

城市频道建设；

2.做好“浙里办”运

营推广，确保本地百

万人口日活跃数不低

于 4.3 万。

城市频道建设；

2.做好“浙里办”运

营推广，确保本地百

万人口日活跃数不低

于 5 万。

营推广，确保本地百

万人口日活跃数不低

于 5.7 万。

6

“浙里办”

功能迭代完

善

根据“浙里办”统一运营规范，各地加强应用运营运维。

7

深化政务服

务事项“一

网通办”

深化政务服务 2.0 建设，推进向乡镇的延伸，融合线上线下政务服务，根据省级部门条线下发的政务服务 2.0 事项清

单，完成政务服务事项与政务 2.0 中台的对接，提高群众、企业办事便利程度，全年政务服务 2.0 平台受理办件数占

办件总数的比重达到 85%。

8

应用支撑

体系

全面推广省

市应用组件

统筹指导本地区各部门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充分利用省市平台统一提供的用户中心、交互中心、空间中心、信用中心、

业务中心、智能中心等组件工具资源，做到“应共享尽共享”，切实提高各组件工具在业务应用中的利用率。

9

开发、补充

丰富绍兴本

地特色组件

编制应用组件目录，

实现智能组件目录

化，建立健全组件共

享机制及日常运维管

理制度等。

充分利用全市智能化

组件超市，发挥各地

开发本地特色组件优

势，依托市公共数据

平台上架发布组件。

不断完善上架组件支撑能力，确保组件可靠性达99%以上，做好优秀组

件应用推广工作。

10
数据资源

体系

市县一体化

公共数据资

源门户

编制本地区公共数据

资源门户建设方案。

做好本区域内相关平

台与门户的对接工

作，初步实现各体系

集成管理。

实现县级专区各功能

模块建设，并提供一

站式集成服务。

初步完成市县一体化

公共数据资源门户建

设，在全市资源门户

集中展示。



11
编制县级公

共数据目录

全面梳理本地区信息

系统情况，完成本地

信息系统普查、数据

资源编目工作，确保

目录之外无数据。

1.根据省市平台数据

下发情况，做好下发

数据认领、确认及编

目工作；

2.完成县域治理特色

专题库目录编制工

作。

持续完善本地区各部门公共数据目录，建立目录同步更新维护机制，

实现本地目录全域性、动态化管理。

12
推动数据按

需归集

全面梳理本地区公共

数据情况，全面开展

数据归集工作。

完成本地特色数据的

归集工作，实现数据

“按需归集，应归尽

归”，提高数据归集

的时效性和完整性。

1.持续做好数据按需归集工作，支撑数字化改革重点任务；

2.建立健全本地常态化数据归集机制，做好数据常采常新。

13
完善数据治

理机制

数据使用部门梳理使用过程中问题数据，归纳

形成数据治理规划。

1.落实部门数据质量主体责任制和快速响应机制，建立健全本部门数

据监管反馈机制，确保数据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2.本地区各数源部门及时整改问题数据，及时整改率保持 98%以上。

14
夯实数据共

享基础

1.充分依托省市大数据共享平台和批量数据系统，创新本地区应用，提高接口和批量数据调用量；

2.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切实加强数据共享日常运维管理；

3.实现数据高铁传输，实现分钟级实时、定时、高性能归集需求满足率达到70%，并提高归集接口稳定性至99%以上。

15
推动数据开

放

1.依托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配合完成区、县（市）数据开放专区；

2.加大数据开放力度，确保本年度新增开放数据集不低于 20 个，利用数据脱敏等方式，实现受限数据的有序开放；

3.积极参加省市公共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推动开放优秀应用项目落地孵化。

16
完成县级平

台建设

完成县级公共数据平

台方案编制，明确建

设模式、建设任务及

计划进度等。

根据所选建设模式，按需完成县级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建立数据整合、

共享和安全防护能力，实现与市级平台的一体化对接。

17 基础设施 完善政务服 梳理本地政务云内信 配合完成本地区政务 1.推进本地信息系统迁移上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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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务云体系 息系统及政务云资源

台账，确保上云信息

系统名称与目录平台

信息普查登记名称一

致。

云资源统一接入至全

市一体化政务云管控

平台

2.开展政务云利用率专项整治行动，做好政务云资源使用率提升，确保

云资源 CPU、内存、存储使用率最优。

18
提升政务网

络能力

完成本地区政务外网现状调研，制定政务外网

核心带宽提升以及全覆盖方案。

1.开展政务外网覆盖补短板工作，实现政务外网县乡村三级网络全覆

盖；

2.迭代升级电子政务外网骨干网络，实现本地区政务外网骨干网络与市

级核心互联链路网络带宽达到20G；

3.根据省、市数字化改革相关需求，公共服务网络建设部门完成与相关

公共服务网络对接。

19
提升公共视

频共享能力

加强公共视频共享日

常运维，建立县级公

共视频管理联络群，

完善快速响应机制。

根据公共视频共建共

享要求，按照“一机

一档”标准，开展公

共视频治理工作，并

按要求做好与市平台

对接。

完善本地区公共视频

共享机制，探索建立视

频资源建设联审机制，

确保新建视频资源统

筹规划、标准统一。

全面提升本地区公共

视频共享能力，扩大

县级公共视频共享总

平台覆盖面，实现县

级平台 300 路高清视

频共享能力。

20
提升视联网

能力

建立视联网服务区级

保障工作群，加强视

联网现场保障服务工

作，做与市级做好联

调保障工作。

根据部门视联网会议

业务需求，拓展视联

网接入覆盖面。

持续做好视联网会议联调及技术保障工作。

21
网络安全

体系

健全公共数

据安全保障

体系

1.依据《县级公共数

据平台建设导则》，明

确公共数据安全责任

主体；

2.建立健全公共数据

安全运行管理规范。

1.规划涵盖数据全生

命周期安全的公共数

据安全管理体系、技

术体系、运营体系建

设；

2.完成数据共享安全

专项检查整改。

1.推进公共数据安全

保障体系建设；

2.配合省市平台完成

态势感知接入。

1.建立健全涵盖数据

全生命周期安全的公

共数据安全管理体

系、技术体系、运营

体系，有效防范数据

篡改、数据泄露和数

据滥用；

2.配合省市平台实现



数据使用日志审计分

析预警和立体化监

测。

22

完善全市域

政务外网安

全监管体系

1.编制本地政务外网

安全监管平台方案；

2.做好本地网络安全

巡检工作，及时处置

网络安全通告预警，

消除网络安全隐患。

推进本地政务外网安

全监管平台建设。

1.完成与市级安全监

管平台级联；

2.做好重大节假日网

络安全保障监管工

作。

23

开展网络安

全体系规划

建设

配合网络安全体系规

划、设计调研。

1.配合编制网络安全

体系规划、设计和建

设方案编制；

2.启动信息安全等级

保护测评工作。

开展有关信息系统的

等级保护测评工作。

按照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要求，完成有关信

息系统的等级保护测

评工作。

加强网络安全的督查

反馈和整改工作。

24
开展安全风

险评估

制定系统上线安全评

估指标。
做好本地信息系统上线前的安全评估和代码审计等工作，保障云上信息系统、应用的安全运行。

25
建立首席安

全官制度

明确本地各部门安全

职责，强化主体责任，

建立各部门首席安全

官和联络员。

开展首席安全官和联

络员培训。
健全本地区各部门首席安全官机制，常态化负责本地网络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