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政发〔2019〕57 号

敬仲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敬仲镇行政执法信息公示

办法》等文件的的通知
 

各委办：

经研究，现将《敬仲镇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办法》《敬仲

镇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敬仲镇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敬仲镇人民政府

                               2020年 7月 28日

 

敬仲镇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执法信息公示，提高行政执法的

透明度，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以及上级有关文件的规定，结合本镇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镇人民政府及其行政执法承办机构（以下简称

“承办机构”）将行政执法信息通过一定的载体或者方式主

动向社会进行公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应当按照“谁执法、谁公示”

的原则，做到全面、准确、及时。

第四条 下列行政执法信息应当主动将向社会公示：

（一）执法机构、执法人员、执法职责、执法权限等信

息；

（二）行政执法权力事项的名称、种类、依据、承办机

构、办理程序和时限、救济渠道等信息；

（三）行政执法权力事项的办理场所信息、执法岗位信

息、联系方式、服务指南、执法流程图、需要提交的材料目

录以及示范文本、办理进度查询、咨询服务、投诉举报等信

息；

（四）受委托执法的，应当公示受委托组织和执法人员

的信息，委托执法的依据、事项、权限、期限、双方权利和

义务、法律责任等信息；

（五）依法应当向社会公示的其他信息。



第五条 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应当与政府信息公开、权责

清单公布、“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一次办好”事项清

单公布等工作衔接，保证信息公示的一致性，并及时根据法

律法规及机构职能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第六条 镇执法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调查取证、采取

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送达行政执法文书等执法活动时，应

当主动公开下列行政执法信息：

（一）出示有效执法证件，向当事人和相关人员表明身

份。国家规定统一着执法服装、佩戴执法标识的，要按规定

着装、佩戴标识；

（二）出具行政执法文书，告知当事人执法事由、执法

依据、权利义务等，并做好说明解释工作；

（三）依法应当向当事人和相关人员公示的其他信息。

便民服务大厅要设置岗位信息公示牌，明示工作人员岗

位职责、申请材料示范文本、办理进度查询、咨询服务、投

诉举报等信息。

第七条 下列行政执法结果应当主动向社会公示：

（一）检查、抽查、检验、检测的结果；

（二）行政执法决定；

（三）行政执法决定的履行情况。

行政执法结果公示可以采取摘要形式或者决定书形式。

采取摘要形式向社会公示的，应当公示行政执法决定书文号、

行政执法相对人名称、行政执法事项名称、主要事实、依据、

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日期等内容。



第八条 镇人民政府在每年 1月 31日前，按照山东省年

度数据统计公开样式，公开全镇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有

关数据，并报按要求向上级报送。

第九条 公示行政执法信息，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

向社会公示：

（一）行政执法信息涉及国家秘密的；

（二）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三）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后可能妨碍正常执法活动的；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行政执法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原则上不得

向社会公示，依法确需公开的，要作适当处理后公开。

第十条 行政执法信息应当通过公告等文件方式或者通

过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便民服务大厅公示栏、服务窗口

等便于公众查询的平台进行公示。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信息应当于自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公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应

当自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公开。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承办机构发现公示的执法信息内容不准确的，

应当及时进行更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镇人民政府及其承

办机构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不准确的，可以向承办机构申请

更正。承办机构应当及时予以更正并以镇人民政府名义文字

答复申请人。

第十四条 已公开的行政执法决定被依法撤销、确认违

法或者要求重新作出的，承办机构当及时撤下原行政执法决

定信息，并作必要的说明。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镇人民政府之前

发布的文件同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敬仲镇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行政执法信息的记录、收集和管理，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山东省行政执法

监督条例》《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

上级有关文件的规定，结合本镇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镇人民政府依法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

政检查、行政征用、行政许可等行政执法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是指镇人民政府及其行

政执法承办机构（以下简称“承办机构”）通过文字记录、

音像记录等方式，对行政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

送达执行等执法全过程进行跟踪记录、实时留痕的活动。

文字记录包括通过纸质或电子文件形式形成的行政执

法文书、检测鉴定意见、专家论证报告、证据材料等。

音像记录包括通过照相机、录音机、摄像机、执法记录

仪、视频监控等记录设备形成的照片、录音、录像、视频等。

第四条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应当遵循合法、全面、客

观、及时、可追溯的原则。

承办机构应当根据各自承担的行政执法行为的类别、阶

段和环节等不同情况，采取适当、有效的方式，对行政执法

全过程进行记录，并进行归档管理。

第五条 对查封扣押财产、强制拆除等直接涉及人身自

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



所，应当实行全程音像记录；对现场执法、调查取证、举行

听证、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过程，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音像记录；对文字记录能够全面有效

记录执法行为的，可以不进行音像记录。

第六条 承办机构按照工作必需、厉行节约、性能适度、

安全稳定、适量够用的原则，配备音像记录设备、设置音像

记录场所，规范文明开展音像记录。

第二章 程序启动的记录

第七条 承办机构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启动

行政执法程序的，应当对文字申请、口头申请、受理或者不

予受理、当场更正、补正更正材料等内容予以文字记录。

镇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在受理地点安装电子监控系

统，适时记录受理、办理过程。

第八条 承办机构依职权启动行政执法程序的，应当对

启动原因、案件来源、当事人基本情况、基本案情、承办人

意见、承办机构意见、镇长意见、时间等内容予以文字记录。

依法不启动行政执法程序的，应当对告知当事人或者向

社会公示等相关情况予以文字记录。

第九条 承办机构接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诉、

举报启动执法程序的，应当文字记录投诉、举报人基本情况，

投诉、举报的内容，记录人情况，投诉、举报处理情况等内

容。

对实名投诉、举报经审查不启动行政执法程序的，应当

对告知投诉人、举报人及其他相关情况予以文字记录。



第三章 调查和取证的记录

第十条 承办机构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应当对调查、取

证、现场询问情况进行文字记录，重点记录下列内容，并制

作相应的行政执法文书：

（一）询问当事人情况；

（二）询问证人情况；

（三）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书证、物证情况；

（四）现场检查（勘验）情况；

（五）抽样取证情况；

（六）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情况；

（七）委托法定机构进行检验、 检测、检疫、鉴定和

专家评审情况；

（八）其他调查取证活动应当记录的内容。

第十一条 承办机构依法检查当事人的人身、场所、物

品，询问当事人和证人，先行登记保存以及抽样取证，实施

冻结存款、汇款等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采用音像方式对执

法现场进行记录。

第十二条 采用音像方式对执法现场进行记录时，应当

重点记录下列内容：

（一）执法现场的环境；

（二）当事人、证人、第三人等现场有关人员的体貌特

征和言行举止；

（三）重要涉案物品等相关证据及其主要特征；

（四）行政执法人员对有关人员、财物采取措施的情况；



（五）行政执法人员现场送达行政执法文书的情况；

（六）其他应当记录的内容。

第四章 审查与决定的记录

第十三条 镇人民政府作出行政执法决定前，承办机构

应当对行政执法案件审理情况、审核情况及批准情况进行文

字记录。

第十四条 承办机构依法履行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义

务的，告知文书中应当载明相关事实、证据、依据、内容以

及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等内容。

承办机构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的，应当对陈述、申辩

的内容及采纳情况予以文字记录。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的，

应当对放弃陈述、申辩情况予以文字记录。

第十五条 镇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听证的，承办机构应当

对听证的告知和申请情况，听证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及

听证会具体内容等予以文字记录。必要时，可以采用音像方

式进行辅助记录。

第十六条 镇人民政府作出行政执法决定，承办机构应

当对镇长的签署意见和签发时间予以文字记录；行政执法决

定依法需经法制审核的，应当对法制审核意见、审查人等内

容予以文字记录；依法需经专家论证的，应当对专家论证情

况予以文字记录；经集体讨论的，应当对集体讨论情况予以

文字记录。

第五章 送达与执行记录

第十七条 送达行政执法文书，应当文字记录送达情况。



第十八条 直接送达行政执法文书的，应当对送达文书

名称、送达时间和地点、镇人民政府印章及送达人、受送达

人或者符合法定条件的签收人员等内容予以文字记录。必要

时可以对送达过程进行音像记录。

第十九条 邮寄送达行政执法文书的，应当采用挂号信

或者邮政特快专递方式，留存邮寄送达的登记、付邮凭证、

回执和载明行政执法文书的名称及文号的邮寄清单。

第二十条 留置送达行政执法文书的，应当对留置事由、

留置地点和时间、送达人、见证人等内容予以文字记录。

留置送达时可以用音像记录送达过程，详细记录送达文

书的内容、留置原因、留置地点和时间、在场人员等内容。

第二十一条 采用委托、转交等方式送达行政执法文书

的，应当对委托、转交的原因及送达人、签收人情况等内容

予以文字记录。

第二十二条 采取张贴公告、在报纸上刊登公告等方式

送达行政执法文书的，应当文字记录采取公告送达的原因、

公告载体，并留存文字公告。

采取张贴公告方式送达的，可以音像记录送达过程，详

细记录张贴公告的内容、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等内容。

第二十三条 承办机构应当对行政执法决定执行情况进

行文字记录。

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应当记录实地核查情况、

违法行为改正情况，必要时可以进行音像记录。



第二十四条 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应当对催告情

况、告知情况予以文字记录。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的，应

当文字记录当事人陈述、申辩的内容以及行政执法机关对陈

述、申辩内容的复核情况、处理意见等内容。

对强制拆除过程应当进行音像记录，必要时可以对其他

行政强制执行过程进行音像记录。

 第二十五条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应当对申请情况、

强制执行结果等内容进行文字记录。

第六章 执法记录的管理与使用

第二十六条 承办机构应当按照档案管理办法，加强对

执法台账和法律文书的制作、使用、管理，依法依规归档保

存执法全过程记录资料，确保所有行政执法行为有据可查。

第二十七条 音像记录资料应当附记录制作方法、制作

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内容；属于声音资料的，应当附

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第二十八条 音像记录制作完成后，行政执法人员应当

在 2个工作日内将音像记录资料存储至专用存储器，不得自

行保管。

第二十九条 承办机构应当在行政执法行为执行终结之

日起 30日内，将行政执法记录形成行政执法案卷，依法归

档保存。

党政办公室负责行政执法记录的归档、保存和管理。



第三十条 当事人依法申请查阅行政执法记录的，经镇

长同意后方可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

及依法应当保密的执法信息，应当依法进行管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镇人民政府之

前发布的文件同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敬仲镇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

规和规章以及上级有关文件的规定，结合本镇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镇人民政府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应当进行法

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第三条 镇人民政府行政执法承办机构（以下简称“承

办机构”）及法制工作室共同负责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

法的实施，法制工作室为法制审核机构。

第四条 镇人民政府作出行政执法决定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

（三）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的；

（四）经过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

（五）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六）其他需要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

除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都

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第五条 镇人民政府制定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

单，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镇人民政府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承办机构应

当将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及相关证据、依据等材料提交法

制工作室审核。

第七条 法制工作室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审核：

（一）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

（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三）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四）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

（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

是否适当；

（六）行政执法行为是否超越行政执法机关法定权限；

（七）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

（八）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

（九）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

第八条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以文字审核为主。法制

工作室应当及时对提交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审核内容

要求的，作出同意的文字审核意见，存入行政执法案卷。

第九条 案件材料提交不完整的，法制工作室可以要求

承办机构作出说明或者补充材料。案情复杂、专业性较强的

案件，法制工作室可以组织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进行

研究论证。

第十条 法制工作室认为案件材料不符合审核内容要求

的，应当提出存在问题的文字审核意见。承办机构应当对有

关问题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



法制工作室和承办机构对审核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的，由

法制工作室报镇长决定。

第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执法决定作出前

需要经过集体讨论的，应当先进行法制审核。

法制审核的时间计入行政执法办理期间。

第十二条 镇长是镇人民政府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办法的第一责任人，对本机关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负责。

承办机构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

执法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程序的合法性负责。法制工

作室对重大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意见负责。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镇人民政府之前

发布的文件同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敬仲镇行政执法人员名单
 

魏严彬    张丽    戴洪文    杨逢适

    崔春亮    苏   建    

李桂花    崔花    于志浩    王   

琪    程   群    褚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