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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局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局、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云吉龙、邰玉柱、李世繁、张博尧、岳永祥、王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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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政策解读的解读主体、解读范围、解读工作流程、解读时限、解读形式和渠道、保障

措施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政策解读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解读主体 

各级行政机关要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做好政策性文件解读： 

a) 行政机关印发的政策性文件由起草行政机关负责解读； 

b) 行政机关联合制发政策性文件的，牵头起草的行政机关负责解读工作，其他联合发文行政机

关予以配合； 

c) 行政机关制发的政策性文件，由制发行政机关负责解读。 

5 解读范围 

行政机关根据职权对以下政策性文件进行解读： 

a) 地方政府规章； 

b) 行政规范性文件； 

c) 其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市场预期的重要政策性文件。 

6 解读形式 

政策解读工作可以采取如下形式： 

a) 新闻发布会； 

b) 政策吹风会； 

c) 答记者问； 

d) 在线访谈； 

e) 媒体专访； 

f) 署名文章； 

g) 专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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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音频视频； 

i) 图解图表； 

j) 文字解读。 

7 解读要点 

根据政策措施特点，可选择以下方面进行解读： 

a) 背景依据； 

b) 目标任务； 

c) 目标任务； 

d) 涉及范围； 

e) 执行标准； 

f) 注意事项； 

g) 关键词诠释； 

h) 惠民利民举措； 

i) 新旧政策差异。 

8 解读工作流程 

8.1 发起 

8.1.1 起草政策性文件的行政机关应制定解读方案，将解读方案与政策性文件送审稿（代拟稿）一并

报送发文机关。 
8.1.2 解读方案包括解读提纲、解读形式、解读渠道、解读时间等要素，解读材料应包括具体解读内

容。 

8.2 报批 

8.2.1 发文机关应对报送的解读方案进行审核，解读方案要素齐全的与政策性文件送审稿一并报领导

审签，要素不齐全的予以退文。 
8.2.2 解读方案审签后起草机关按照解读方案的要求组织实施解读。 

8.3 实施 

8.3.1 政策解读工作应与政策性文件的公布协调同步。 
8.3.2 相关解读材料要与政策性文件同步在政府网站、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和主要新闻媒体发布。 
8.3.3 政策性文件执行过程中，要密切跟踪舆情，分段、多次、持续开展解读，及时解疑释惑，不断

增强主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 

9 解读时限 

以政策性文件发布时间为起算点，相关政策解读工作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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