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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局区合一”助推功能区建设加速腾飞

“我们都做好

了至少要半

个月时间才能办理

施工许可证的心理

准备，没想到只用

了半天就全部办好

了。”四川省成都市

双流区西航港开发

区内企业，成都国

铁电气设备有限公

司负责人聊起不久

前一次办证经历，

忍不住感叹，“真是

快，以前办理类似

的证件通常都跑好

几个部门，至少需

要十天半个月以

上”。

这 样 的“ 高

效”，源于双流区在

“产业高度化，社会

治理精细化”时代

大背景下，深入推

进的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构建以产业

功能区为基本单元

的新型城市形态和

产业生态圈、创新

生态链，这也是成

都市践行新发展理

念、创新超大城市

发展治理和经济组

织工作方式的重要

抓手。

如何从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入

手，推进产业功能

区建设？按照成都

市创新体制机制推

动产业功能区高质

量发展工作部署，

双流区结合机构改

革，以实施“局区合

一”管理模式为重

点，推动产业功能

区管委会与区级部

门功能融合、资源

整合，努力构建协

同协作、高能高效

的产业功能区管理

服务体系。

“以前职能部门坐等上门服
务、按部就班等粗放式的管理方
式，已经难以适应功能区及企业高
速发展的需要，亟待改革。”双流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毅介绍，双流
以问题为导向，结合产业功能区发
展需要，探索推进适应高质量发展
的体制机制改革。

从今年3月起，双流区发改局、
新科局、航空经济局等经济主体局
分别与成都芯谷、西航港开发区、

航空经济区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机
关业务科室下沉功能区工作；同
时，规自局、住建交通局、生态环境
局、行政审批局等职能局园区服务
科派驻功能区，与功能区管委会规
划、住建等部室合署办公；投促局、
综合执法局等事项局聚焦功能区
服务保障，通过资源要素向产业功
能区聚集，逐步构建以“主体局办
公合署功能区、职能局机构派驻功
能区，事项局服务延伸功能区”为

核心的“局区合一”管理体制。
改革之后，区发改局局长黄彬

从机关挪到了成都芯谷管委会，当
上了功能区“一把手”，捎带局上的
产业园区发展科、对外开放合作科、
高质量发展综合科和项目投资服务
科的4位同事，他们要做的就是最大
限度发挥各自在政策、资源、专业上
的优势，聚力为功能区发展服好务。

针对产业主管部门、产业功能
区管委会部分职能重复、资源分散

等情况，双流区创新探索推进局区
资源整合，将与产业发展最密切的
发改局、新科局、航空经济局等经
济主管部门与承载产业发展的功
能区进行机构整合，通过主要负责
人“一肩挑”、班子成员交叉任职、
产业发展科室下沉功能区，引导产
业主管部门资源要素向产业功能
区聚集，实现主管部门落地在功能
区，形成了“领导一肩挑、管理一体
化、办事一门清”的运作机制。

针对区级要素保障部门、产业
服务部门服务被动、服务滞后等问
题，双流区在区行政审批局、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区住建交通局、区生
态环境局等部门设立园区服务科，
将科室及人员下沉产业功能区，与
产业功能区管委会部室统筹配备、
打捆使用，由产业功能区统筹调度
规划、国土、建设、生态环境等各类
政务资源，特别是一并下沉的174
项区级行政许可和服务事项，较好
解决了部分审批事项无法授权功能
区的困扰，夯实了功能区赋能扩权
基础，构建起“企业呼叫、园区响应、
部门联动”的快速反应机制。

除了整合行政政务资源，双流
区推动投资促进专业化，在区文体
旅游局、区国资金融局等19个产业
发展和服务保障部门设立投资促

进科，构建以产业功能区需求为导
向的“投促牵头部门+产业功能区+
招商责任局”的联动招商机制。

“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
看不到。”双流区委编办主任杨金
富说，这句顺口溜很形象的道出了
此前“条与块”之间的问题症结。
将职能部门服务功能区的相关科
室下沉后，提高了工作结合度，找
准了职能部门的工作重点和重心，
既解决了作为“块”的功能区此前
主体地位不够明确、赋能不够充分
的问题，也解决了以前机关人浮于
事的问题。“在不打乱现有机制的
基础上，做到了条块最好结合。”

干部下沉功能区办公，企业的
感受如何？“我们在园区感到很舒
服。”不久前，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研发生产中心项

目，到西航港开发区办理争取工业
国土指标、规划设计方案规划审查
事项。企业直接在西航港开发区
管委会园区服务科咨询报规报建
及国土方面的政策、程序等情况，
提升了工作效率。

企业入园时，园区服务科和西
航港开发区管委会园区服务部一
同对接企业和设计单位，提供项目
规划方案编制时的规范、要求及报
规报建流程等相关咨询，为设计单
位编制方案节约时间，并在园区提
前进行初步方案的预审。

现在职能局园区服务科直接
与功能区管委会合署办公，不需要
到处请示协调，大家一块推进。派
驻人员到功能区后，与功能区工作
人员组队上门为企业服务，切实解
决企业困难，变“坐堂接诊”为“上

门问诊”、“独门挂诊”为“联合会
诊”、“被动急诊”为“定期巡诊”。

“让企业办事更加舒心就是检
验我们改革成败的试金石。”王毅表
示，推动产业功能区高效发展是推
动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此番双流
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形
成部门围绕功能区转的工作格局。

围绕赋予产业功能区协调各
方和整合资源能力，双流区实施

“两张清单”管理，逐一制定产业功
能区管理机构职责任务清单和赋
权清单，建立职责任务清单外工作
准入机制，明晰产业功能区、职能
部门、镇（街道）职责关系。完善配
套管理制度，制定区级部门派驻产
业功能区服务机构及人员管理办
法等配套制度体系，为功能区和部
门协调运转夯实了基础。

每天双流区发改局干部刘伟
必到成都芯谷管委会“打卡”，虽
然成都芯谷上班地点比机关远，
但刘伟很快适应了在管委会上班
的节奏。

“与企业直接接触多了，对企
业的需求理解更直观、更具体，收
获的确不一样。”作为发改局的干
部，刘伟之前和企业也多有接触，
但派驻到功能区一线办公，他发
现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慢慢发生了
转变——以前觉得是在帮企业办
事，现在感觉是在为自己办事。

事实上，这种探索在某些方面
已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双流
区委编办主任杨金富认为，“局区
合一”最直观的是行政效率的持
续提升。通过经济职能部门与产
业功能区管委会政务资源、人力
资源、专业资源高效整合，赋予了
产业功能区在产业研究、要素政
策制定、规划建设、项目促建等方
面管理权限，有效破解了政策制
定兑现环节衔接不畅、部分审批
权限难以下放等问题，大幅提升
产业功能区为企业和人力资源提

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能力。
而从市场反馈来看，企业对这

项改革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给
予了积极的回应——目前，双流区
实现 174 项区级涉企审批服务事
项下沉产业功能区，在空港自贸
企业服务中心推动 315 项省市区
审批服务事项“一站式”办理，企
业投资项目开工前行政审批时限
由197天缩短为60天，企业开办时
间压缩为 0.5 个工作日，实现“办
事不出功能区”……

以功能区推进为抓手，双流区

的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以产业
功能区为承载的主导产业初步实
现“成链”、“集群”发展，航空经
济、电子信息两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加速形成。航空经济方面，今
年 1—10 月，西藏航空成都基地、
东航中心等重大项目建成投产
(运)，实现全省飞机整机融资租赁

“第一单”。电子信息方面，已形
成“龙头带动、集群协作”的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格局，预计到 2021
年，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将超过
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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