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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评

□ 本报记者 孙 俨

□ 魏 东

项目开工前繁琐而又漫长的审批

程序，无疑是令企业普遍感到十分头疼

的事情。6月20日，记者在济南全市优

化营商环境动员大会上获悉，该市推行

的“拿地即开工”审批模式将使此“诟

病”不复存在。新模式从取得使用土地

批准文件到获取施工许可证为止，工业

项目政府审批时间不超过15个工作

日，其他投资建设项目不超过30个工

作日。这仅是济南市深化“一次办成”

改革措施的一个缩影。日前，济南市出

台《深化“一次办成”改革、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并印发《关于公

布市级政府政务服务“零跑腿”“只跑一

次”“你不用跑我来跑”事项清单的通

知》。其中“一次办成”改革包括35条

措施，“零跑腿”事项涵盖168项，“只跑

一次”事项达到948项，“你不用跑我来

跑”事项有49项。

知耻后勇
敢于直面问题抓整改

6月20日上午，济南市召开的全市

优化营商环境动员大会有些与众不

同。全体与会人员首先观看了市纪委、

市监察委组织拍摄的《济南市发展环境

明察暗访纪实》专题片。这个长达两个

小时的视频，通过典型事例直观反映了

当前济南市营商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

和不足。

“对披露的问题，要立即依纪依法

严肃问责；要多杀‘回马枪’，严惩打击

报复，加大问责力度。同时要强化督查

考评，采取多种形式暗访督查，发现问

题严格督促整改，并抓好考核评价、结

果运用，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在

看了专题片反映的问题后表示：“营商

环境十分重要，我们必须知耻后勇，敢

于直面问题。必须认真反思，痛下决心

抓好整改，努力营造与省会城市地位相

匹配的良好营商环境。”

不仅如此，王忠林在大会上还严厉

地指出了当前济南市营商环境存在比

较突出的问题：推诿扯皮突出，暴露出

缺乏责任担当；办事效率低下，暴露出

缺乏服务意识；黑恶势力嚣张，暴露出

缺乏公平秩序；服务态度恶劣，暴露出

缺乏群众立场；工作纪律涣散，暴露出

缺乏规矩约束；发展意识不强，暴露出

缺乏长远观念。这个批评不仅严厉，更

可谓够狠够辣、一针见血。“推进营商环

境建设，必须雷厉风行，敢于动真碰

硬。”王忠林表示，营商环境建设是“一

把手”工程，要强化领导带头作用，党政

“一把手”必须一起抓。一分部署、九分

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必须动真格。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发展的主体，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有发言权。

济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

设，近年来出台很多措施，也取得了一

些成绩，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与企业的

期盼相比，还存在着明显差距和不足。”

记者了解到，在此前的5月24日，王忠林

在主持召开的营商环境座谈会上与企

业家们有一番坦诚的交流，对济南市在

营商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

分析。他表示，差距和不足表现在：不

够亲，主要是思想比较保守，“亲”和

“清”二字要求还没完全做到;不公平，

主要是不能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市场

环境还不够成熟;不够新，主要是观念

不新，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不熟悉、接受慢;不够快，主要是服

务效能比较低;不够诚，主要是不够诚

信;不够实，主要是政策落实不够;不够

精，主要是业务不够精炼;不担当，有的

人宁愿不干事也不担责。“这些问题不

解决，济南市的营商环境就好不了。”

敢于动真碰硬 优化营商环境

【开栏的话】人无信不立，国无

信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就诚信文化、诚信精神、诚信

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

九大报告也从多个方面强调了诚

信、公信力和信用建设的重要性，我

国诚信建设制度化取得突破性进

展。近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

的“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宣传活动

全面启动，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是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

要保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

大的现实意义。

本报今日起开设“诚信建设万

里行”专栏，以综述、专访、典型案例

分析等形式刊发系列稿件，反映我

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进展和成

就，各地区各领域在信用应用与创

新方面的特色亮点，也曝光一批失

信典型案例，旨在持续深入在全社

会大力营造“知信、用信、守信”的良

好氛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

道德支撑和信用体系保障。

□ 本报记者 刘梦雨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

也。自古以来，信用就是为人处世之

根，安身立命之本。在现代社会，随着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信用这种软实力

正通过更快的速度、更加通畅的渠道转

化为硬资产，成为市场主体的“第二张

身份证”。

然而，诚信缺失现象的大量存在，

也对社会稳步发展造成了不良影

响。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信用体系建设，各部门各地区相互

配合，制度措施日渐完备，“守信者一

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的信用联

合奖惩大格局初具雏形。诚信中国，

渐行渐近。

顶层设计日渐完善
为信用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改革

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展现出巨

大活力，讲诚信变得越来越重要，迫切

需要构建起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

近期，国家信息中心搜集2017年

1月～2018年4月互联网微博、微信等

各大平台与社会风气相关的信息2700

多万条，综合分析群众诉求，梳理出社

会风气十大烦心事，其中群众烦心度

最高的是“诚信缺失、诈骗满天飞”。人

民群众对诚信社会的期盼和渴望不言

而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由点及面不

断完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有专门

一章明确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作为

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

项规划，全面部署了建设政务诚信、商

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各方面

任务，为加快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明确了

“时间表”和“路线图”。2016年仅一年

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

深改领导小组会议就4次审议了信用

建设的议题，国务院以及中办、国办连

续出台了6个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重

要文件，社会信用体系的顶层设计基本

完善，机制体制等基础工作取得突破性

进展。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

全国企业、社会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存

量代码转换率已达100%，个体工商户

存量代码转换率达99.6%。作为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之一，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让企业“一

照走天下”成为现实，为跨部门跨地区

跨层级的信用联合奖惩提供了基础和

保障。

7月的第一个工作日，“信用中国”

网站公示了“6月份新增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公示及公告情况说明”。6月份，相

关部门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

失信黑名单信息新增922,917条，涉及

失信主体848,342个，其中法人及其他

组织686,823家，自然人161,519人。

6月份退出失信黑名单主体455,137

个，其中法人及其他组织339,088家，

自然人116,049人。

如何对黑名单信息“心中有数，奖

惩有措”？还有赖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的高效运行。作为全国社会信用

信息共享交换的总枢纽，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2015年10月上线，运行过程

中不断扩大联通范围，加大信用信息归

集力度。截至今年7月，已联通44个部

门、所有省区市和70家市场机构，归集

信用信息225亿条。“信用中国”网站归

集发布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9646

万条，其中行政许可信息7374万条，行

政处罚信息2272万条，为构建以信用

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提供了有

力的信息化支撑。

诚信建设全面发力 信用红利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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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一次办成”改革包括35条措施，“零跑腿”事项涵盖168项，

“只跑一次”事项达到948项，“你不用跑我来跑”事项有49项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的“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启动，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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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江华 王慧娟

“‘16＋1 合作’是跨区域务实合作的‘孵化

器’，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有

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促进中欧关系均

衡发展。”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11月在布

达佩斯出席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时提出的重要论断。

7个多月后，李克强总理再赴欧洲，于7月5

日~10 日对保加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在索

非亚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赴德国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并对德国

进行正式访问。中欧关系与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16＋1合作”）再度成为欧洲舆论热词。

“16＋1 合作”是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于 2012

年共同创建的合作平台，也是全球多边开放合作

中一道靓丽风景线。六年来，“16＋1合作”在多

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欧融通发展提供了

源源活水。

源源活水来自日益深化的贸易关系。我国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

（其中包括11个欧盟成员国）进出口额达679.8亿

美元，同比增长 15.9％，略高于中国－欧盟之间

15.5％的增长率，也高于中国总体进出口额

14.2％的增长率。这些亮眼数据表明，“16＋1合

作”作为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贸合作后

劲足、潜能大。

源源活水来自不断扩大的互联互通。中东

欧国家地处欧亚大陆要冲，是通向西欧和北欧的

重要中转站。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欧

洲间的互联互通发展迅猛。以中欧班列为例，

中国铁路总公司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15日，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000多列，中国43座城市与

欧洲14个国家的42座城市加入中欧班列“朋友

圈”。更令人欣喜的是，中欧班列双向均衡运输

正逐步成为常态，从欧洲返程的班列货源品类

越来越丰富，货值越来越高。

源源活水来自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16＋1

合作”项目给双方企业和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利益。2016 年 4 月中国河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

代雷沃钢铁厂，不仅保留了数千个就业岗位，而且很快结束该钢铁厂

连年亏损历史，实现全面盈利。这样的共赢故事在“16＋1合作”中还

有很多。从经贸往来到金融合作，从基建工程、航班增开到人文交流，

中国与中东欧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迈向共赢的道路正越走越宽。

“16＋1合作”之所以能够积厚成势、稳健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共同践行“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合作

理念。相关各方坚持国无大小一律平等，有事大家商量着办，同时发

挥各自比较优势，在相互开放中挖掘机遇，在紧密联动中应对挑战，在

携手合作中共谋发展。这在“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和投资保护主

义抬头的当下，更显得弥足珍贵，更值得加倍珍惜。

“做大经贸规模”“做好互联互通”“做强创新合作”“做实金融

支撑”“做深人文交流”……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一系列倡议，为推动“16＋1

合作”指出了方向与路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六年风雨同舟，“16＋1 合

作”显示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给各国企业和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此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着眼“深化开放务实合作，

共促共享繁荣发展”，必将为未来的“16＋1合作”带来更多源头活水，

注入更多蓬勃力量。

“215经济茶座”深入探讨“中美经贸摩擦：怎么看，怎么办？”（详见2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弘杰高弘杰 摄摄

我国湿地面积我国湿地面积88亿亩亿亩 位居世界第四位居世界第四
目前我国湿地面积8.04亿亩，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据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统计，我国共有国际重要湿地57个、湿地自然保护区

602个、国家湿地公园898个，湿地生态系统中有湿地植物4220种、动

物2312种，湿地保护率达到49.03%。图为一只赤麻鸭（上）和一群斑

头雁在西藏尼玛县那若塘湿地上飞翔。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