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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捷

优化服务 改革倍增效应逐步显现

近年来，湘潭经开区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加速推进创新引领，加快实现开放崛
起，在全国国家级经开区排名中再进两位，
名列第 38 位，科技创新位列全国领先水
平。数据显示，2018年，经开区主要经济指
标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全年完成技工贸总
收入1604.9亿元，同比增长（下同）15.5%；
实现工业总产值901.8亿元，增长14.2%；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303.5亿元，增长15.4%；实
现财政总收入（含基金收入）63.8亿元，增
长45.6%，园区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这些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园区在改革中持续发力。

自经开区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
革试点以来，成立了行政审批局，将发改、
住建、城管、水务等15个部门的53项行政
审批事项集中到行政审批局，对所有审批

事项进行重新梳理、流程再造，承诺审批时
限，构建起了“一个部门集中行权，一枚公
章盖到底”的工作新格局，使得审批环节减
少了，审批时限被压缩，审批效能获得充分
彰显。

接着，经开区继续创新和升级服务。
在行政职权上重新配置，既做减法也做加
法，陆续推出“最多跑一次”“证照分离”等
系列配套改革。经开区先后梳理公布的三
批次542项“最多跑一次”事项，固化要素，
按统一标准制作办事指南进行公开；将原
本分散在各个部门的事项向政务服务中心
集中，实行综合受理，形成“一人多专、一岗
多能”的综合受理模式，实现窗口和人员大
幅精简，服务和效率显著提升。

特别在产业项目审批方面，今年，经开

区实现流程精简园区闭环。原来园区的工
业项目审批需经市政务中心进窗受理，后
至湘潭经开区分局办理。现在园区工业项
目由经开分局受理、初步审查后报管委会、
市政府审核，全流程在区内闭环运行，大大
缩短了工业项目手续办理时限，加快园区
项目落地。此外，经开区还出台了《湘潭经
济技术开发区承接市级下放经济社会管理
权限实施方案》。通过推行告知承诺制、推
行“多图联审”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推行区
域化评估、研究事中事后监管办法，建立配
套服务支撑体系，优化帮办代办服务、全程
跟进协调指导和推进线上审批，审批效能
得到大幅提升，项目从立项到施工许可审
批时限缩短60%以上，构建起“一窗受理、
一站办结、一条龙服务”的行政审批体系。

“开发区权限内的企业开办必备手续2
个工作日内完成，不动产交易登记3个工作
日内办结，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可30个工
作日内完成。”这是2018年淮安经开区大胆
探索，强化革新，全力打造的“2330”审批服
务新流程的主要目标。

创新“2330”审批服务新流程目的就是
进一步优化流程、缩短时限、提高效率，让
服务对象——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省时、
省事、省心、省力，充分感受到、享受到改革
带来的便捷、高效。实施一年多来，经开区
通过政务服务一张网建设、乡村为民服务
中心建设等，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就近办、
马上办甚至足不出户就能办。通过提供投
资项目全程免费代办服务，彻底解决了企
业办事人员因不熟悉流程、不清楚环节、不

了解政策而摸瞎乱撞的问题，企业只需交
办具体事项和进行结果评价。

今年，经开区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
为企为民服务。首先，深化“不见面”审批
服务。经开区大力推进街道、社区两级便
民服务中心建设，全面推行“一枚印章管审
批”审改新模式。同时，加快政务服务一体
机、个体工商户自助办照机等智能终端投
放，推进实施审批服务便利化。此外，还推
行错时、延时、预约、导办和周日轮值五项
机制，努力实现改革倍增效应。

其次，通过组建“红色帮办员”助推民
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经开区以涉企部门
党员、业务骨干为主体，优中选优建立了
一支集党务、政务、业务“三务合一”的全
科型“红色帮办员”队伍，通过走访调查、

上门服务等方式深入企业，助力“最多跑
一次”改革。他们每周到企业开展走访，
及时了解企业发展状况，并将发现和收集
到的问题进行分级分类，对一般性问题、
自身职责范围能够解决的，第一时间予以
解决；对超出自身职责范围的，提交给区
相关职能部门解决，共性难题由责任单位
牵头召开专题推进会进行会诊，重大难题
提请党工委、管委会高位协调解决。并且
做到及时跟踪、适时反馈，确保企业反映
难题解决到位。

目前，开发区已形成园区、街办非公企
业综合党委“专业服务”、“红色帮办员”深
入企业“点对点服务”、派出单位“兜底服
务”的全网覆盖，保证企业服务无空档、帮
办全天候。

江苏淮安经开区：全面开启“转型升级、二次跨越”新篇章

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提升治理水平……国家级开发区作为改革先行试验田，

开拓创新、勇于尝试，不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引导下，园区

改革倍增效应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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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潭经开区：以“勇立潮头”的胆略，推动改革创新深化

27年前，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成
立。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经开区是安顺多
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的前沿阵
地，一组组详实的数据显示着这片土地27
年中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开区GDP增速连
续7年保持全市第一；今年上半年，经开区
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5项全市第一、1项全
市第二。建区27年来，经开区建成区面积
从最初的5平方公里拓展至36平方公里，
占主城区面积的36%，常住人口达32万。
城镇化率达85.5%，为全市第一。这些亮眼
的数据正是经开区在改革发展大潮中努力
收获的丰硕成果。

聚焦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人才队伍建
设。为有效整合干部人才资源和优化工作

职能，2019年，经开区先行先试，以组建工
作组的形式推行全员聘用制人事制度改
革，以体制机制创新补短板、求突破，实现
人适其岗、人尽其才。例如：经开区在不增
加人员编制和区级财力的情况下，结合全
区机构设置及工作职能，组建32个区直工
作组及3个镇（办）工作组，各工作组履行对
应部门职能职责，灵活了用人机制，提高了
选人用人的开放度，拓宽了领导干部选用
视野，有效打破公务员和事业干部流动障
碍。

强化“双服务”工作力度，加速推进项
目建设。经开区内成规模的项目，每一个
都有一个牵头服务领导、有一个服务部门、
有一套班子人马在进行对接服务。今年以

来，以“双服务”为抓手，在重大项目和重点
工程建设工作中，强化服务企业项目的精
准性、时效性，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强化服
务能力，有效解决项目推进建设中的后顾
之忧，确保项目建设推进工作又好又快发
展，为各项目快速推进提供了坚强保障。

此外，为全面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治理
工作，今年年初，经开区制定了《安顺经开
区营商环境整治明察暗访工作实施方案》，
通过明察暗访、督促检查，确保全区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通过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
化、优化“放管服”改革，为25家招商入驻
企业完成前期注册、立项手续代办，同时为
辖区20家企业办结兑现项目帮扶资金。

贵州安顺经开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河南

2019年1月，河南省工信厅发布《河南省
传统煤化工行业转型发展行动方案(2018—
2020年)》，到2020年实现“三减三升”，即全
省合成氨产能只减不增，甲醇产能只减不增，
污染物排放大幅减少；企业集中度大幅提升，
布局集中度大幅提升，装置规模化大幅提升，
合成氨、甲醇产能分别控制在550万吨、300
万吨左右，构建4个以河南能源为主导的现
代煤化工基地，打造4个以合成氨及下游产
品为主导的标杆企业。

山东

2019年1月，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联合印发《山东省实
施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自2019
年3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的发布，标志着山
东省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正在实现三个转
变：从试点阶段向全面推行阶段转变；从完全
依靠企业自愿投保，向环境高风险企业强制
投保和其他企业自愿投保相结合转变；从各
市自行制定游戏规则向全省统一制定保险条
款、基础保险费率及其调节系数转变。

浙江

2019年3月，为加强重点工业园区大气
污染治理，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的环境获得感，根据《浙江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浙江省大气办起草了《关于
加强重点工业园区大气污染治理的意见（公
开征求意见稿）》。目标为：以100个左右的
园区为示范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提升全省工
业园区、小微企业园大气污染治理水平。
2019年6月底前，园区完成“一园一策”废气
治理方案编制；2019年年底前，园区完成年度
废气治理任务；2020年年底前，园区全面完成
废气治理任务，园区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涉气
信访投诉大幅下降，臭气异味扰民现象显著
减少。

河北

2019年3月，河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
发《河北省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整治攻坚行动
方案》。自2019年3月起至2020年12月，对
全省化工行业和园区安全生产进行提升改
造，增强化工行业自动化、信息化水平，提出
将实现关键危险岗位“机械化换人、自动化
减人”目标，同时，再次重申列入搬迁改造企
业必须按时完成，列入关停名单的全部关停
到位。

2019年6月，河北发改委和河北省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调整化工建
设项目备案权限的通知》。其中通知第四条
明确要求：“除列入国家‘十三五’石油和化学
行业发展规划、省石化产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以及大型冶金项目现场制气，冶炼尾气制
硫酸、硫磺、乙醇等，废弃物生产有机肥，风力
发电配套制氢、海水提溴等不适合入园项目
外，园区外不得新建、扩建化工项目。”

广东

2019年6月，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官网发
布《化工园区区域安全风险评估导则》(征求
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到，化工园区至
少每3年进行一次区域安全风险评估。值得
注意的是，当化工园区出现产业规划改变、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数量发生明显变化、地
质条件变化、发生区域性重大或特别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等情况时，该化工园区必须重新
进行区域安全风险评估。

影响化工园区的
部分地区政策汇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