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一季度，在1.2万件
审批业务中，网上办、掌
上办91%，自助办5%，
窗口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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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中共

山西省委重大部署。3月30日，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支持和保障山

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据介绍，《决定》共十三条，对

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

展的总体要求、重要工作，以及

加强法治保障、全社会参与等方

面作了明确。《决定》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这是全国第一部省级人大常

委会对省内城市群发展作出的重

大事项决定。”山西省人大财政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渊说，《决

定》将助力促进国家重大战略在山

西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发布，提出要支持山

西中部城市群建设，这是党中央对

中部地区发展作出的又一重大决

策部署。

山西省以全新视野谋划事关

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第十二次党

代会提出把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

进入国家规划，作为山西在中部地

区争先崛起、在全国版图彰显地位

的重大机遇，晋北、晋南、晋东南建

设高质量城镇圈，重点建设太忻经

济区，加快打造山西中部城市群发

展的北引擎，高质量建设山西转型

综改示范区，持续强化山西中部城

市群发展的南引擎。

如何全方位推动《决定》落地见

效？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

新闻发言人马双喜接受采访时表

示，为全力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高

质量发展，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将重

点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坚持

规划引领。积极开展山西中部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规划、山西中部城市

群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规划的

研究编制工作，加强各市规划之间、

各市规划与省总体规划之间的衔

接，以高水平的规划引领城市群一

体化协同发展。二是强化统筹协

调。研究提出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

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积极推进跨

地区跨部门重要事项，密切跟踪重

点工作推进情况。严格实行督办机

制，建立督办台账，督促重大事项、重

大政策、重大项目落实落地。三是加

强服务保障。全方位做好问题服务、

政策服务、金融服务、创新服务、要素

服务、发展服务等“六个服务”保障工

作。大胆探索，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其

他城市群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推

动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据悉，山西中部城市群，是以

太原市为中心，包括太原、晋中、忻

州、阳泉、吕梁5市。该区域地处

山西腹地，位于太行山、吕梁山之

间，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

位优势，是山西经济、人口、产业集

聚地。 （陈 娟）

山西人大支持保障
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宋博文 胡凡周

遵循国务院“政务服务标准化规

范化便利化”的目标要求，山东省临沂

市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企业和

群众的便利需求，实施“四项变革”，推

行“尊享版”政务服务。企业和群众由

获得感上升到尊享感，助推了该县实体

经济加速发展。今年一季度，沂南县新注

册市场主体4017家，同比增长95.95%。

一变：从面对面到肩并肩

将“面对面”的柜台式变成“肩并

肩”的代办式。设置前端帮办区。由

18名帮办员为群众解答政策、材料预

审、网上申报等可能不全、不顺的问

题，日均代办80余次，把“一次办好”落

到了实处。

多窗改为一窗。将13个分类受理

窗口改造成5个综合受理窗口，对复杂

事项统一收件、打包受理，对简单事项

即收即办、立等可取，把“一窗受理”落

到了实处。

现场变为网上。优化“爱山东”

APP，引入政务服务一体机、“爱山东”

智能机、商事登记秒批机，形成了网上

办、掌上办为主，自助办为辅，窗口办

兜底的“一窗受理”新模式。今年一季

度，在1.2万件审批业务中，网上办、掌

上办91%，自助办5%，窗口办4%，既

提高效率又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二变：从单项办到全链办

为解决企业走到哪个环节才办哪

项手续，过程不连贯、耗时长等习惯问

题，提前介入、指导企业制定手续办理

预案，分阶段提供链式、集成服务，一

个阶段只跑腿一次。

企业开办“全链办”。设立全生命

周期服务专区，一次性办理营业执照、公

章刻制、银行开户、税务登记、社保医保

等7个事项。发放惠企“大礼包”，增加金

融信贷、企业年报、记账报税、列异移出

等咨询项目，让惠企政策直达企业。

企业开办平均用时减少90%，提交

材料减少60%，跑腿次数减少80%以上。

企业准营“全链办”。梳理出16类

法人服务事项清单，对旅馆业、特种行

业、烟草专卖、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

特殊领域许可事项，集中进驻审批后

台，由综合受理窗口统一收件、统一办

理，实现了“开饭店”“开旅馆”“开便利

店”一链办理。

工程项目“全链办”。建立“项目

一棵树”模式，开发了企业全生命周期

资料管理平台，统一管护企业开办、投

资建设、财产登记、税务办理、破产办

理等过程和结果资料，与住建、自然资

源和规划等监管部门全程享用，加快

了工程项目审批和落地。目前已上线

10个审批事项，共享资料33份，共享

率40.7%。

三变：从被动办到主动办

改变等待审批的状态，向前端服

务延伸。变“群众走进来”为“部门走

出去”，变“坐等上门”为“主动上门”，

以工作“沉下去”换满意“提上来”。

项目助手“跟踪办”。聘用7名专

业项目助手，一个项目一名助手，通过

线上远程、线下上门等路径，为工程建

设项目“把脉开方”。组建158人的县

乡两级项目服务队，形成项目助手全

程跟进、审批人员全程指导、镇街人员

全程帮助的协作机制。今年已为45个

重点项目、11个政府投资项目制定专

属方案，按下手续办理快进键。

便民利民“上门办”。下放个体工

商户登记、食品经营许可等70个事项

到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将“开饭店”“开

超市”等12个事项下放到镇街就地办

理。在镇村推行“网格化+审批”，网格

员既是监管员、信息员，也是代办员、

服务员，登门办理高龄补贴、养老保险

到龄待遇，代办丧葬补助、林木采伐等

事项。

事前事中“云端办”。建成“云辅

助+云踏勘”系统，对69个复杂事项的

申报、审查要点、标准化场景等给予事

前“云”指导；以远程精准定位、在线生

成报告、电子签名、视频录存，对27个

简易事项进行事中“云”踏勘，踏勘效

率提升90%。

四变：从线下办到智能办

顺应年轻群体的需求，推进数字化

快捷办理。在“掌上办”方面，升级“爱

山东”APP沂南分厅，新上线12个特色

应用。如“随心查”，整合了社保、医保、

公积金、不动产等查询信息，简单又便

捷；“帮您办”，为企业介绍最新政策、理

清手续目录、提供技术指导，清晰又专

业；“城市管理”，集成了随手拍、广告牌

匾备案、违章停车查询等业务，方便又形

象。目前沂南“爱山东”注册量87.7万、

日活跃度1.3万人次，位居山东省前列。

在“网上办”方面，综合运用政务服

务平台、电子证照共享平台、云踏勘系

统，在“申请、受理、踏勘、公示、决定、出

证、归档”等环节全部电子化，农药经营

许可、出版物经营许可等17个事项全在

网上办成。推出教师、医师、护士、乡村

医生等线上认定，资格证书快递到家。

在“智能办”方面，在政务服务平

台和“爱山东”APP，添加申请条件预

检、审查要点自动校核等预审功能，借

助电子签名、电子证照、图片识别、制

度模板自动生成等手段，食品经营许

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等高频事项达

到秒批、申报即办结。

在“跨域办”方面，应用临沂市跨

域通办证照制作辅助系统，制作电子

印章、电子钥匙和证照模板，与25省

（市）252县（市、区）开展跨域通办，企

业设立登记、医师药师注册等132个事

项异地能办。

实施“四变”改革 推行“尊享版”政务服务
今年一季度，山东沂南县新注册市场主体4017家，同比增长95.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