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印发《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 年 

信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分局、所，机关各科室，各直属单位： 

现将《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 年信用工作方案》印发

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加强协同配合，认真贯彻落实。 

妙 



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 年信用工作方案 

2019 年是全面贯彻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 年）》战略部署的冲刺之年，是我市社会信用体系

持续深化推进之年。为贯彻国家、省、无锡市、我市信用体系建

设的部署安排，加快推进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根据《江阴市 2019 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意见》和《2019 

年江阴市镇街园区部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考核办法》要求， 

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推进信用管理建设 

I、进一步完善信用监管建设，结合江阴信用监管要求制定行

业分类“红黑名单”制度，实施分级分类监管，明确职责分工， 

注重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强化部门之间衔接、密切配合，提升

信用工作协调推进能力，努力推动信用工作取得实效。加强信用

信息归集和报送工作，做好市公共信息平台的维护，实现政府部

门和行业间信用信息的互通共享。（责任科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科、土地交易中心、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建设项目规划管理科、 

国土空间规划科、不动产登记中心、地质矿产管理办公室、林业

湿地管理科、监察大队） 

2、加强市场信用核查，做好信用承诺、信用修复、信用异

议处理等工作。规范“红黑名单”认定，失信情节严重的，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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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与城市综合管理局、行政审批局等有关单位联动响应， 

限制或禁止严重失信主体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参与财政投资的国

土整治项目、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规划、用地、矿产等领域工程

建设项目投标，政府采购等活动。对列入“红名单”的主体建立“绿

色通道”，优先提供服务便利。（责任科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 

土地交易中心、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建设项目规划管理科、国

土空间规划科、不动产登记中心、地质矿产管理办公室、林业湿

地管理科、监察大队） 

3、在行政管理中积极推行信用承诺、信用审查和基准评价服

务应用。信用信息产品嵌入行政管理、政府采购、招投标、公共

服务、社会治理、城市建设等领域。（责任科室：办公室、财务科、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土地交易中心、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建

设项目规划管理科、国土空间规划科、不动产登记中心、地质矿

产管理办公室、林业湿地管理科、监察大队、国土信息中心） 

二、推进信用信息报送 

I、按国家和省“双公示”要求，七天内上报行政许可、行

政处罚信息，规范报送内容、时效和质量，上报率达到 100%。（责

任科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建设项目

规划管理科、林业湿地管理科、监察大队） 

2、按月报送信用承诺信息、“红黑名单”新增数量。报送失

信主体的失信提示、警示约谈情况。积极编写信用监管联动奖惩

案例，及时向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进行推送。（责任科室：政策法 



规科、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土地交易中心、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科、建设项目规划管理科、国土空间规划科、不动产登记中心、 

地质矿产管理办公室、林业湿地管理科、监察大队） 

3、每月向“诚信江阴”网站提供信息 1-2 篇，其中相关业务

科室每年至少提供 1篇。针对行业信用典型，及时反馈“诚信建

设万里行”相关案例。（责任科室：政策法规科，配合科室：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科、土地交易中心、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建设项

目规划管理科、国土空间规划科、不动产登记中心、地质矿产管

理办公室、林业湿地管理科） 

推进信用宣传教育 

积极开展诚信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局网站、手机短信、宣传

栏等，结合地球日、全国土地日、宪法日等节日，组织开展不同

层面、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诚信宣传教育活动，褒扬诚实守信

先进典型，揭露作假失信行为，推进诚信文化建设，将诚信建设

贯穿到“七五”普法和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中。（责任科室：办公

室、政策法规科，配合科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土地交易中

心、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建设项目规划管理科、国土空间规划

科、不动产登记中心、地质矿产管理办公室、林业湿地管理科） 

推进信用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落实责任。诚信建设是局年度重点工作之一， 

要充分认识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落实“主要

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业务科室总执行”的工作要求， 



形成工作合力，确保诚信建设取得良好成效。 

2、突出重点，协调推进。以信用管理制度为基础，以信用

信息系统为依托，以信用分类监管为手段，立足自然资源行业管

理重点，突出对土地、矿产、林业等重点领域的信用监管。 

3、加强检查，严格考评。将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列入局绩效

考核，各科室、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思想到位， 

行动对标，确保局信用建设工作高效推进、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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