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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冠捷投资公司向福州市福
清外贸局申请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嘉捷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美元。投
资方原计划用至少 3 个工作日来完成申
请注册工作，没想到从窗口递件到领件仅
1 天就办结了。对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高
效、快捷、便民的工作作风，负责该项目的
嘉捷公司办事员郑焰森赞许有加。

“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福州通过效
能督查、政务公开和构建便民网络、规范
权力运行等措施，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等行为以及“慵懒散”现象进行问责，整
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的衙
门作风。为弘扬优良传统，改进工作作风，
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福州市出台了简政
放权的改革措施，并提出了建立网上网下
结合的“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

“政务改革的基本要求，就是简政放
权，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体现公平、
效率。简政放权必须做到真简真放，做到该
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打造高效的服务型
政府，让福州真正成为投资兴业的‘福地’
和‘沃土’！”全国人大代表、福州市市长杨
益民道出了政务改革的基本内涵与要求。

为落实“马上就办”，福州市在行政审
批方面集中进行了“压缩、方便、联动、延
伸”的 4 项改革。一是“压缩”。按照“能简
则简、能放则放、能优则优、能快则快”的
原则，中心通过取消、下放、整合和转变管
理方式，促使入驻项目从 591 项减少到
358 项，其中市级审批事项减少到 167
项，办理环节普遍压缩到了 3 个环节以
内，承诺时限全部压缩到法定时限的 32%
以内。二是“方便”。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
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市政府领导定期赴市
行政服务中心协调工作机制和周末预约
咨询服务。三是“联动”。在全省率先推出
市县联动服务，需要市、县（区）两级审批
的事项，市、县（区）完成审批后，网上审批
系统自动将相关文档和审批意见上传到
市直相关部门窗口审批，审批结果由市、
县（区）代为传递和送达。目前，全市已有
15 个部门的 63 个事项实现了市县联动，
占市、县（区）两级审批项目总数的 75%。
四是“延伸”。打造市、县、乡、村 4 级服务
平台。截至目前，福州市各个县（市、区）都
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164 个乡镇(街道)
和 213 个村(居)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代

办点），并全面推行标准化建设。总量“瘦
身”，环节缩减，流程再造，让福州行政审
批从“小步慢跑”变身为“加速前进”。让

“马上就办”办得了、办得好。自 2011 年
12 月成立至去年底，福州市行政服务中

心共受理申请了 103.87 万件，平均每个
工 作 日 受 理 2073 件 ， 当 场 办 结 率 从
70%提升到 76.73%，平均办理时限从法
定时限的 40%压缩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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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打造“马上就办”政务超市
建起市县乡村四级服务平台

进一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一个重

要的内容就是简政放权、提速增效。福

州市提出的叫响政府“马上就办”品

牌，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机关效能建

设，将大大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简政放权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

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进

一步精简机构、压缩行政编制，把该放

的权力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管住管

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

“ 放 ”， 就 是 要 充 分 发 挥 市 场 作

用，对现有各类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全

面清理，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让市

场 去 解 决 ； 适 合 中 介 组 织 办 的 事 项 ，

就让中介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

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让社会活力

进一步迸发。

“管”，就是要发挥好政府之“手”

的作用，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有

所为有所不为，抓全局的、宏观的，抓

市场机制建设，抓社会力量管不了、做

不好的事，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

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转变。特别是关乎民生领域的

事和关乎老百姓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

事，要管好管到位。

进一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很重要

的一个目的就是提升机关效能。“马上就

办”就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机关效

能建设，进而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

力。具体来说，一是要深化行政服务中

心建设，把行政服务中心打造成政务创

新的样板、便民利商的平台和政府服务

的窗口；二是强化绩效管理、优化考核

指标、创新评估方法、强化结果运用，

加大对各级干部工作实绩的考核权重，

切实做到以实绩论英雄；三是强化从政

道德教育，让“马上就办”深入全体干

部之心，成为每一个干部的自觉行动和

行为规范。

改革创新提升政府效能
杨益民

改革创新提升政府效能
杨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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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海关工作人员在查验现场。

2013 年初，福建省先后就进一步转变文风会风、
精简会议活动和文件简报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采用
压缩会期、多会合一、视频会议等方式简化会议活动，
全省会议数量、会期、规模、经费和出席会议领导人数
与原来相比大幅减少，各种文件简报和内部刊物也得
到精减。全省设区市与省直厅局以上压缩会议 5593
场，下降 33%；县以上党政机关精简文件简报 1362 种，
下降 19%。新闻报道也有了很大改进。去年以来，省
级党报刊发领导活动的报道同比减少 60%，会议报道
同比减少 80%；省电视台主要新闻节目播发领导活动
报道只占节目时长 18%，会议报道只占 12%，呈明显下
降趋势。

刹住了文山会海，多出来的时间用来做什么？省
领导以身作则，用行动说话：下基层、解民忧、谋发展。
结合“四下基层”活动，福建省主要领导带头进车间、下
田地、访农户、走社区，到困难和矛盾多的地方与群众
面对面交心谈心，了解群众愿望、倾听群众诉求，为基
层、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去年以来，省委书记尤权深
入全省各地调研 31 次，其中到贫困地区调研 7 次；省
长苏树林下基层调研 54 次，其中到贫困地区调研 3
次；其他省级领导累计下基层调研 663 次。在他们的
示范带动下，全省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调研。据不
完全统计，去年以来全省有 20 多万名机关干部下基
层，结对帮扶困难党员、困难群众 49 万多人，省直机关
落实各项帮扶资金 30多亿元。

针对长期以来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考核检
查、评比表彰和认定类项目过多过滥的问题，省委、省
政府相关项目进行了大幅清理审核。经过清理审核后
的省级考核检查、评比表彰和认定类项目从原来的
556项减少为 83项，减幅达 85.1%。 （石 伟）

福建行政效率再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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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改进服务作风，图为工作人

员向群众解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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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晋江的特色，改革是晋江发展的永恒动力。如何提高民营
经济整体竞争力？晋江市的思路是：通过深化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创立
创新，建立现代化管理体系；通过加快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实施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商事登记制度试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通过拓宽民营资本
投资领域撬动晋江雄厚的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建设；
通过推动企业转型提升引导企业在产能对接、市场拓展、品牌合作、销售定
价、原料采购等方面建立联盟机制，提高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通过打造金
融改革创新先导示范区，加快打通金融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民间资本进入
金融领域两个通道，进而完善地方金融体系，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金
融服务，拓展对外金融合作。

今天的晋江，正以国家赋予的泉州民营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契机，
努力构建“骨干企业顶天立地，成长型企业铺天盖地”的产业新生态，促进
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推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向“五化”转变，以
实现“规模、结构、效益、潜力”的整体提升。

设计数字化是将三维数字化设计技术运用到工业的整个流程，通过网
络，最大化地对产品创意进行用户沟通和仿真设计。生产自动化是整个生
产流程都由机械设备和自动化装置完成，包括加工、存储、输送、检验、装配

和生产管理信息处理的自动化等等。装备智能化是通过引进智能化、网络
化为特征的控制系统和装备，提高精准制造、高端制造、敏捷制造的能力。
管理网络化是通过构建统一集成的管理信息平台，进而促进企业组织扁平
化、决策科学化和运营一体化。销售电子化是运用电子商务的快速、高效和
低成本营销，积极探索开发个性化网络服务和收购网络公司等举措，实现
线上、线下和移动终端三者的有机统一。“五
化”的直接成效，便是推动传统的大规模标
准化生产向大规模个性化生产转变，使晋江
的制造业产生根本的变革，晋江这个中国的
制造大市也将向智慧创造名城转变。

今日晋江，改革创新的新风正在带动传
统产业领域的变革浪潮。2013 年，晋江五大
传统产业产值全部超百亿元，制鞋、纺织服
装业逐步摆脱同质化发展困境，分别增长
7.3%、6.6%；食品饮料、纸制品业均有 20%
以上增长。新兴产业通过引入高端人才、强
化科研力度改革创新，推动产业链向更高层

次延伸。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晋江由高端装备机械、新材料、光电信息、海
洋生物、高端包装印刷组成的五大新兴产业增长 16.9%，增幅首次跑赢传
统产业；第三产业后来居上，增幅首超两位数。

“晋江经验”的每一次跃升，都离不开改革创新的推动。改革创新，已成
为“晋江经验”发展的永恒之魂。

晋江，一个面对宏观形势和自身调整的双重压力，在困难中奋进，在危机中突围的城市。

2013 年奏响的打造“智造名城”号角，在全市掀起了“创新转型”的热潮。2014 年，晋江市再次提

出“改革突破 创新突围”口号，集全市之力打造升级版“晋江经验”。

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的排头兵和民营经济的领头雁之一，改革和创新已经成为晋江企业的

发展红利。从早期的“三闲起步”、“三来一补过渡”，到后来的“集群上路”、“品牌上市迈大步”，

再到近年创新驱动的逐渐深入，内涵一脉相承。改革创新成为“晋江经验”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2013 年以来，福建晋江市立足当地实践，把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打造金融改革创新先导示

范区、新型城镇化等作为重点突破方向，努力实现在若干领域成为“排头兵”、“试验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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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经验晋江经验””再升级再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