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位于广州市东风中路的越秀区
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前来办理新公司手
续的廖先生正坐在一个名为“四大项一
天联办服务专窗”的窗口前，在工作人
员的指引下办理着各项手续。

“办事效率真的快了很多，以前需
要三五天才能办好的，这一会儿就办
了。”廖先生说。

除此之外，在联办服务专窗，工商、
银行、税务等部门都分别安排了一位工
作人员，廖先生在办理完营业执照手续
后的等待时间里，又同时办理起了银行
开户手续。

据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吴
君俊介绍，“四大项一天联办服务专窗”
在企业符合申办条件、材料齐全的前提
下，即可1天完成营业执照、刻章备案证
明领取及银行开户、新开业税务等四大
事项的办理。

而为了避免出现人多拥挤，降低办
事效率的情况，“四大项一天联办服务
专窗”采取了预约制的运作方式。企业
可以在广州市红盾网预约到越秀区的
该项服务，按照预约时间定时前往越秀
区政务服务中心进行办理。

除此之外，越秀区为构建网格化、
全生命周期企业服务体系，落实“首席
服务员”制度，覆盖企业引进落户、培育
成长等发展全周期。健全企业联系日
常制度，定期联合各相关部门上门走
访，协调解决企业困难。

目前，共服务企业600余次，协助落
实各类扶持资金 1.69 亿元，惠及企业
1095家、人才及团队509个。

全力打造金牌营商环境，越秀正在
释放更大活力和潜力。越秀区区长苏
佩表示，越秀区始终把营商环境作为推
动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按照“率先加

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要求，坚持以
企业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全面实施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大力推行商事服
务“跨境通”、容缺受理等新举措，进一
步修订完善“钻石29条”政策包、“越秀
金卡”服务包，出台区民营经济十条，全
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以实干担当的

“改革指数”赢取群众满意、企业认可的
“发展指数”，打造湾区最优营商环境，
助推越秀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赢
得主动、跨越赶超。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让人们见证
着越秀发展的加速度，更让人们感受到越
秀发展的活力。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
月底，越秀区新增各类商事主体12528
户。新成立的注册资金达1000万以上的
企业（含市工商局、区局登记）共1333家、
同比增加19.34%，注册资金1亿元以上的
企业27家、注册资金10亿元以上的3家。

营商环境优不优，企业感受度最直
观，也最有发言权。“我经营过几家美容
店，过去申领许可证得跑好几趟，还要
反复提交材料，现在只跑一次，10分钟
不到就拿到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在成华区经营美容店的刘乾刚说
起成华区的营商环境连连点赞。“没想
到现在办税这么快，像我这次完成税务
登记后，扫码下个APP，很多事情就直
接在上面办理了，真的很方便。”在成华
区办税大厅，新办企业办事人员王先生
也连连感叹“没想到”。

点赞政务服务的背后，是成华区聚
焦企业和群众需求，围绕打通政务“堵
点”、化解企业“痛点”、解决群众“难点”的
生动实践。今年是成都市委确立的“国际
化营商环境建设年”，作为成都市中心五
城区之一的成华区，围绕争创营商环境标
杆区，按下了营商环境建设“加速键”。

在“软环境”上，成华区提出了“服务
最优、成本最低的标杆城区”口号，要打造

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今年上半年，成华
区召开区委七届第76次常委会，学习贯
彻成都市营商环境大会精神，并要求全区
上下要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打造国际
化营商环境标杆城区，努力为高质量建设

“天府成都·文旅成华”和美丽宜居公园城
市示范区培养战略竞争优势。

“营商环境是一座城市走向世界的
名片，是城市参与全球合作的核心竞争
力，我们将加快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深
入落实全市‘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年’部
署，以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为
努力方向，积极争创营商环境标杆城区，
着力做优市场投资环境。深入实施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全面落
地，坚决打破各种‘卷帘门’‘玻璃门’‘旋
转门’。”成华区相关负责人掷地有声。

在“硬政策”上，为破解不适宜激发企
业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今年，成华

区制定出台了《成华区深化营商环境综合
改革、争创国际化营商环境标杆城区行动
方案》及配套文件，涉及行政审批、公共服
务、公司注册、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申
报等各个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创业就业和
民生改善。

同时，成华区还制定了《损害营商环
境行为问责办法》，明确了问责情形和处
理办法，对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敲响警
钟。为进一步畅通监督举报渠道，该区纪
委监委在“清廉蓉城·宜人成华”网站开辟
监督举报专区，建立政商交往中公职人员
违纪违法问题信访举报绿色通道，对群众
举报损害营商环境的违纪违法线索进行
快查快处，欢迎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共同
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

好的政策带来好的成绩单，据统计，
今年1—5月，成华区实现新设立企业
9937户，新增注册资本400.38亿元，注册
资本同比增幅达62.25%。

作为长沙市幅员最小的行政区，芙蓉区仅42.8
平方公里，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里的商事主体数
量全市第二，超过10万个。而这一切，皆源于芙蓉
区塑造服务型政府，为企业谋便利办实事的决心。

居民柳旦想在芙蓉区办一所民办培训学校，选
好地址后，柳旦致电芙蓉区有关部门，想要相关工
作人员指导选址是否合规。他收到的回复是，区
教育、民政、建设等6个部门，将一次性现场联合办
公，他不用自己分头找部门。“后来我才知道我相
中的地点二次消防不过关，幸亏提前上门帮我勘
查了，避免我先装修再换址的损失。”

柳旦的经历只是芙蓉区深化营商环境改革的
一个缩影。而这种好感受，和芙蓉区不断深化“放
与管”有关。

2017年，芙蓉区成立全省首个行政审批局，不
断简政放权，将以前分散在21个部门的195项行政
审批事项集中在一个局，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

今年 3 月，芙蓉区发布了“优化营商环境 20
条”。围绕行政效能优化、实体经济降成本、涉企
政策落地、企业家权益保护、干部作风改进5大行
动，该区制定了 20 条相应措施，全面优化营商环
境。“我们将从加快简政放权、优化审批环节、深化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方面发力，进一步提高政府
办事效率。”芙蓉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区将
力争实现“企业办事不出园”，区级政务服务事项

“网上办”比例95%以上，全部公安事项“一次也不
跑”或窗口“一次办结”等目标。企业对应的执法
主体少了，“最多跑一次”得以逐步实现，目前，该
区区级“5+1”政务服务463个事项全部“最多跑一
次”。

以前，一项政策的推行，往往是政府先下文、企
业来对标，这样可能产生的弊端是：政府端来的

“菜”，企业不一定“爱吃”。现在是企业先“点菜”，
政府负责写订单、按菜单出菜。今年来，由区委、
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带队，多次登门走访企业。“融
资是否有困难？”“希望区委、区政府解决什么问
题？”在搜集整理企业意见后，再形成政府文件。

此外，该区将建立长效机制，定期举办银政企
交流对接活动和融资对接会，开展“企业服务直通
车”等活动，着力解决涉企问题。

除了线下服务，还有线上服务。今年上半年，
芙蓉区“蓉易办”微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上百件
政务服务和涉企服务事项，只需动动手指，足不出
户即可在线办理。

成都市成华区：打造战略竞争优势，争创营商环境标杆

广州市越秀区：以“改革指数”赢取“发展指数”

长沙市芙蓉区：为企业谋便利，
塑造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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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企业关切，
推动营商环境出新出彩

成都市成华区：
出台多项营商环境优化政策，聚焦企业和群众需求，

双重发力“软环境”＋“硬政策”，积极打通政务“堵点”、化

解企业“痛点”、解决群众“难点”。

广州市越秀区：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出台区民营经济十

条，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以实干担当的“改革指数”赢

取群众满意、企业认可的“发展指数”。

长沙市芙蓉区：
成立全省首个行政审批局，发布“优化营商环境 20

条”，不断简政放权，提升政府服务水平，从以前企业催着

办到现在干部“主动办”，不断优化市场主体的政府服务

体验。

市场活力的涌动，是营商环境优化的直观表现。对于
一家企业来说，好的营商环境能够让企业发展轻装上阵，
加速奔跑；对于一座城市或一个城区来说，好的营商环境
是吸引人力、物力、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入的指南针，更
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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