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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效应 构筑撬动发展的新支点

近年来，泸县聚焦企业反映强烈的痛点堵
点难点，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优化再造办事流
程，创新服务模式。

而在今年，泸县更是围绕企业发展生命周
期，推动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和工作作风全方位
改进，重点开展“企业落地服务年”活动。

建立重点投资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
保姆式帮办代办，对于县级以上审批权限事项，
由窗口人员协助投资方对上跑办，投资项目审
批时限压缩至 105个工作日。扎实推进“照后减
证”，建立《企业开办小时清单制度》，进一步压
缩企业开办时间，全流程3个工作日内办结，“企
业开办小时清单制”中“一次跑成率”为62%。

采取“容缺预审”机制强化并联审批，推行
商事登记证照联办，将“多头找部门”“多次办
理”变为“一个窗口”“一次办结”，已受理办结
889件，全市首张一体化平台电子证照、首张政
企“自助”营业执照在泸县产生，企业“办照容易
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问题得到解决。

“绿色通道”“一个窗口”“一次办结”等关键

词，折射出泸县服务理念之变。
“需要在县行政审批局办理的行政手续，医

药园区工作人员会提前告知办理流程，并留下
资料模板、咨询电话等。另外，园区工作人员全
程陪同办理各项手续，县行政审批局提供‘一站
式’便捷服务，各项行政事务办理均在政务大厅
即可办理完毕，不用分别到各部门再行办理。”
四川深图医学影像设备有限公司经理苏达健一
番话是对泸县“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生动注解。

窗口的“物理集成”催生广度的“化学反
应”，如今，全县营商环境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优
化营商环境氛围日渐浓厚，“最多跑一次”改革
已经成为撬动泸县经济跨越发展的新支点。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泸县营商环境的
改善吸引了一批企业前来投资兴业。自2018年5
月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新设企业 1633
户，今年1—7月新设832户。

一个个企业的落地演绎了“最多跑一次”改
革跑出的加速度，促进了泸县经济的提质增效。

深度效应 下探服务群众的新视角

“立足方便群众和服务群众，让满意写在群
众脸上。”泸县从硬件、软件两个纬度进行全方

位提质升级，努力探索为民便民服务路子。
分别在县、镇、村、居民聚居点设立便民服

务机构，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10分钟政
务服务圈：在县级层面，专门设立行政审批局；
在镇级层面，设立20个便民服务中心；在村级层
面，设立302个便民服务站；在居民聚居点，设立
731个便民服务点，构建起“全覆盖、零盲区”的
基层服务体系。

阵地打造固然重要，但服务升级更显关
键。2018年 5月 4日，泸县推出了“一窗通”新模
式。同时，全面推行容缺预审、延时预约、代办
上门、下沉延伸、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新型服
务，彻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这一天
泸县的行政服务翻开了新的一页，也折射出服
务方式之变。

泸县将需跨多部门审批、跨多窗口办理的
审批服务事项归类整合到不同类型的综合窗
口，办事群众办理业务只需跑 1个窗口、排 1次
队、交1套资料，实现“一窗受理、一窗办理、一窗
出证”，减少了办事时间，降低了办事成本，解决
办事群众来回跑、多头跑等突出问题。

泸县各部门根据实际，深入实施“一窗通”
服务模式，创新举措不胜枚举。

泸县社保局结合窗口多、服务群众事项多

的特点，以“工作标准化、程序规范化、服务人性
化”为目标，制定了单位纪律要求和服务规范，
大力倡导微笑服务、文明用语，规范行为礼仪，
全力打造温馨和谐的社保服务软环境。

“最多跑一次，对我们外地人来说太好了，
过去要呆上三四天，现在半小时就足够了。”梁
定业来自山西省，来泸县为 14名泸县籍铁路工
人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事宜，因转移业
务较为繁杂，原本担心会耽搁很久的梁定业，在
窗口人员细心核实资料后，不到半个小时便办
理完毕。

为了方面群众办理临时身份证，解决群众
在乡镇派出所和县上办事窗口来回奔走的麻
烦，泸县行政审批局积极与泸县公安局协商，将
临时身份证的受理、制证一并下沉到各派出所，
让群众立等可取，节约了时间和办事成本。

化合效应 激活作风转变的新源泉

仲夏时节，走进泸县行政审批局政务大厅，
感觉新风扑面：温馨的环境、周到的服务、高效
的办事效率……给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业务办理窗口，是连接着百姓和政府的重
要纽带。“最多跑一次”“周末服务不打烊”“延时
服务”等一项项举措的推出，在方便群众的同
时，对窗口的工作人员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系列改革带来的阵痛对他们触动很大，
但同时也激活了自身作风转变的内生动力
——“宁可自己麻烦百次，不让群众多跑一
次。”这句话已成为政务大厅各窗口工作人员
的座右铭。

医保局窗口工作人员屈祖蓉说：“和群众打
交道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点，再加上前来办理
业务的大多是老年人，我们就要更耐心。所以在
办理业务时，只要有群众等着，我们都会主动延
长工作时间，直到业务办理完毕，哪怕牺牲休息
时间也没关系。”

“以‘痛并苦’换‘快而优’。不论是营商环境
优化还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对于各部门来说，
需要协作整合大量事项，需要在精简材料、优化
流程的基础上做到更精更优，不得不说整个过
程都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做到了，‘快而优’的结
果让我们倍感喜悦。”发改局窗口的工作人员谢
平，这样阐述对改革的理解。

“为企服务、热情高效”，3月11日，泸州好约
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泸县分公司法人杨官卫将
印有这 8个大字的锦旗送到泸县行政审批局交
通运输窗口。

改革的推进，作风的转变，赢得了企业和群
众的一致认可。如今，一面面锦旗已经成为泸县
行政审批局政务大厅的一道靓丽风景。

泸县：“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裂变效应
□ 黄祖泉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庞玉宇

“喂，营业执照可以拿了。”“好的好的，我马
上来。”7月31日上午9时54分，泸县奇峰镇的
韦怀强通过“营商通”掌上服务平台办理营业执
照，10时30分，韦怀强在泸县行政审批局政务
大厅领到了首张通过“营商通”平台办理的营业
执照。

营业执照申领从自主在手机上提交申请到
领证不到一小时，泸县是怎么做到的？

据介绍，“营商通”APP是一款掌上服务平
台，为企业提供营业执照登记、公章刻制备案、
涉税事项填报、银行开户预约等“一站式”掌上
办事服务，企业在办理过程中只用手机就能完
成实名认证和登记材料提交，实现1小时颁发
企业营业执照。

首张营商通营业执照的诞生只是泸县积极
探索“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一个缩影。

2018年以来，泸县纵深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推行“一窗受理”，由“多窗跑”向“一窗办”
转变；推行“一套标准”，由“盲目跑”向“精准办”
转变；推行“一次办结”，由“被动跑”向“主动办”
转变。

当下，“最多跑一次”改革正在泸县不断催
生裂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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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首张通过“营商通”平台办理的营业执照
（罗纪芬摄）

微笑服务 （钟纪亚 摄）

泸县政务服务中心 （钟纪亚 摄）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记者 刘蓉）8月 6
日，德阳市水利局召开上半年新闻通气会，会议
总结了上半年水利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阶段
工作重点。上半年，全市水利系统紧紧围绕德阳
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和年初工作目标，
以补短板、强监管为总基调，求真务实，真抓实
干，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会议介绍，上半年，完成水利项目投资 5.5
亿元，占年度计划55%，争取省级以上水利资金
22161万元。华强沟水库、石泉水库建设顺利推
进，完成投资0.9亿元；同时，积极谋划高景关水
库前期工作。下半年，全市水利工作将以重点水
利建设为抓手，加快水利项目实施；以安全度汛
为重点，全面抓好防汛保安；以六大任务为重

点，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以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为重点，全面推进水利脱贫攻坚；以水生
态文明建设为重点，全面依法治水管水；抓好党
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同时，为做好河（湖）长制推进工作，下半年
全市水务系统将突出抓好流域综合治理工作；
突出抓好巡河督导和督查督办工作；突出抓好
河长制湖长制信息系统建设；突出抓好河长制
湖长制宣传引导工作；突出抓好河长制湖长制
业务培训工作。

此外，为扎实做好 2019 年防汛减灾工作，
全市水利系统强化责任落实，夯实防汛基础，做
细防御工作。一是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加强
与气象、水文、应急、自然资源、城管等部门的沟

通联系，会商研判雨情水情；二是继续开展隐患
排查整改工作；三是检查水库、水电站等重要水
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确保重要水利工程严格
按照有关规程管理，确保度汛安全；四是更新通
讯录信息，确保指令上传下达畅通；五是加大
2019年山洪灾害非工项目实施推进力度，项目
采购的防汛物资设备尽快投入使用，增强防汛
工作支持保障力度；六是继续做好值班值守、灾
情统计和信息报送工作。

与会人员还实地察看了什邡筏子河南段水
环境治理现场，以及石亭江袁家磨段防洪堤工程，
该工程于2018年4月26日正式开工，12月31日
合同内工程完工。目前正在组织合同内工程完工
验收工作，该工程的建设将有效提升防汛能力。

彭山区深化河（湖）长制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 （雷卓鸣 记者 常
坚）在眉山市彭山区公义镇农乐村，说起现在的
变化，村民觉得变化最大的莫过于这块柑橘地
和一旁的通济堰。之前，这块柑橘地并不存在，
当时由一家占地 50亩的养鸭场占据了柑橘地
现在的位置。养鸭场不仅年出栏量达到 20 万
只，而且生产中的粪便和污水还被发现直排于
通济堰中，让周围的村民是苦不堪言。

今年 60岁的刘洪亚是土生土长的农乐村
人，说起通济堰现在的变化，刘洪亚感慨道：“自
从 2017 年养殖场关停以后，明显感觉水干净
了，周边也没有了气味，村上的环境好了很多。”

现如今，通过控污截源，养鸭场遭到了拆除。
农乐村在养鸭场的原址上建起了60亩的柑橘种
植地。通济堰的水质有了明显改善，老百姓也觉
得环境变好了，种植柑橘也有了更多的收入。

近年来，彭山区以“管好盛水的‘盆’，护好
‘盆’中的水”为指导，全面深化河（湖）长制，促
进河（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转变。据数据
显示，1—6 月，六条市管河道平均水质与去年
同期对比，消除劣Ⅴ类水 1 条、Ⅴ类水 2 条，Ⅲ
类、Ⅳ类水质流域均上升100%。

除积极推进河（湖）长制工作外，如何打造
绿色生态的幸福宜居之城，该区也正以着力改善
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的态势呈现出全新的面
貌。在岷江观音段边，几十位工人正顶着烈日，加
紧对“黄金滩”汇口段防洪治理工程进行施工。

据了解，岷江“黄金滩”汇口段防洪治理工
程总投资为4370万元，在全长2610米提防建设
中，将利用生态混泥土这一技术优势，在实现安
全防护的同时又能推进绿色生态的建设，为岷
江河堤提供更大的绿化面积。

“目前，我们正进行生态混泥土和框格梁的
施工，预计工程完成以后能够提升沿线的防洪
标准到 20年一遇，增加绿化面积大概 3万余平
方米，使我们岷江岸边体现出生态水清岸绿的
景象。”区河道管护站负责人说。

持续改善的水质，加上生态工程的施工建
设，也使得像夜鹭、池鹭、赤麻鸭等珍稀野生动
物多次出现在彭山区境内。“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宜居”的美好生态愿景也逐步在寿乡大地
实现。

中江开展专题调研
纵深推进“垃圾革命”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8月5日，
中江县委书记苏刚、副县长刘兆斌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莅临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专题调研“垃
圾革命”工作。

会上，中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周勇就
“垃圾革命”工作开展情况作了汇报，苏刚主持
参会人员就相关工作进行了研讨，对下一步工
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作出安排部署。

苏刚指出，推动实施“垃圾革命”，事关人民
群众生活环境改善，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
要体现。该县相关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周
边县市工作和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存在不
小的差距，要继续努力、加快推进。他要求各单
位一要提高对“垃圾革命”意义作用的思想认
识，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确定切实可行的工作
目标;二要突出垃圾收集、清运、处理和综合利
用等工作重点，坚持科学、环保、节约原则，切实
推进工作;三要制定操作性强的规划、方案，细
化任务分工，明确工作责任;四要强化工作保
障，积极开展试点，不断探素、总结适合中江实
际的工作方式方法，谋求更大实效;五要主动向
上争取项目、资金支持，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
成强大工作合力，推动该县“垃圾革命”工作取
得更好成绩。

自贡高新区与昭觉县
开展社区结对帮扶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陶永寿 记者 陈
家明）为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
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自贡高新区丹桂
街明珠社区与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比尔乡俄
尔阿莫村支部，联袂开展“党建融合 支部联
建”结对帮扶活动。昨日，社区党员志愿者载着
满满的爱心礼物为俄尔阿莫村的老人和小孩送
去社区党组织的温暖。

“通过了解该村的实际情况，我们社区党委
一月中旬开始，积极发动辖区党员、群众，为俄
尔阿莫村捐款捐物，并将最终收到的爱心资金
1986元，为俄尔阿莫村的每名老人和小孩量身
购置了爱心鞋以及爱心书包22个、书籍和衣物
若干。”据明珠社区负责人介绍，俄尔阿莫村是
一个彝族村，距西昌市区131公里，受地理及气
候环境影响，该村至今经济相对较落后。昨日，
社区党员志愿者一行驱车将爱心捐款捐物送到
老人和孩子手中，并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叮嘱他们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德阳上半年完成水利项目投资5.5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张军坤 记者 杨
琦 文/图）满目金黄香百里，一方绝色醉千山。
近日，炉霍县为加强农旅融合发展，进一步带动
农业+旅游业的产业升级提档，引进了热气球
观光赏花项目，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乡村振
兴”农旅融合之路。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油菜花田，在
热气球升空后，鸟瞰万亩油菜花田，遍地金黄尽
收眼底，真的美爆了！”刚刚乘坐完热气球的游
客李先生说。

今年炉霍县的油菜花比往年开得要更艳一
些，站在虾拉沱村油菜花田边，放眼远眺，金灿
灿的油菜花一眼望不到边，花木环绕的特色崩
科，绿水相映的万亩黄花，织就了一幅幅美不胜
收的天然画卷。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热气球，现在自己
家门口就能亲身体验，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
了，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了。”虾拉沱村支书吴
福寿高兴地说。

据了解，热气球是国内体育旅游行业最具
观赏性的航空体育活动，炉霍县通过不断挖掘
农业旅游潜力，将高原夏季油菜花田与热气球
等低空产品相结合，把原本单一的传统农业演
变升级成为了极具特色、丰富多样的农旅融合
产业，使旅游元素更加具有参与性、多样性，进
一步推动了炉霍县旅游产业的壮大发展。

农旅融合 炉霍县首次开放高空热气球赏花

高空热气球赏油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