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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不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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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常态化

孙潜彤

最近，辽宁省文旅厅发布《办事不找

关系指南》，引发关注。其本意是方便办

事主体，却也有个别网友吐槽。正解也

好，误解也罢，恰恰说明营商环境建设任

重道远，“办事不找关系”仍需落实落久，

进而制度化、常态化。

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人们一生离不

开办事。但“去哪办”“找谁办”“怎么办”

常让人挠头，碰上急难事“先找关系”时

有发生。辽宁各地出台的类似办事指南

多半集中于服务大厅办事窗口，这些指

南浅白地告知事项办理要件、办理路径、

办理时限和提示信息等内容，并提供事

项链接二维码可自主查询进度。指南文

件明明白白，解决了正常诉求“不会办”

和“办事繁”的问题，值得肯定。

然而，再全的指南也有“指”不到的

地方。个人事项，如求学、择业、看病，希

望在名校、名企、名医方面有所选择；企

业事项，如拿土地、申项目、找资金，期冀

在有利益有竞争的、政府分配资源的领

域获取机会。紧俏资源人人想得，诉求

也并非不合理，但这些事怎么办？谁给

指南？有人说这好办，按竞争规则优中

选优。事实并不简单，把有利益的事项

揽在怀里不肯放开，不肯公开，有的难办

事往往有权力干扰和腐败的因素。

比如有些企业反映的部分政府采购

项目中标难问题。辽宁某市纪委监委通

过大数据甄别并跟踪查处过这样的案

例：不同项目被同一公司屡屡中标，其他

入 围 竞 标 者 不 是 有 利 益 勾 连 就 是“ 陪

跑”。打招呼、走后门的“潜规则”在从严

执纪的探照灯下现形。有鉴于此，“办事

不找关系”在辽宁还有针对性的下半句

——“用权不图好处”。如果没有严细深

实的制度化建设，这句话很可能成为易喊不易行的口号，有可能被人

打着公平的旗号，钻制度的空子。

对此，要有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有把政府分配资源事项拿到阳

光下晒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缩小自由裁量权的空间，把权力关进制

度笼子；另一方面，严格监督管理，加强决策流程、节点管控。对社会

反映的办事痛点，诸如不给好处不作为，给了好处乱作为，有必要强

化责任倒查机制。不求一蹴而就，但求久久为功。

当办事找关系成为众矢之的，当用权无利可图，人们习惯于依法

依规按正常程序办事时，也就不需要“指南”了。

“放管服”改革成果迭代升级
——银川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今年 3 月份，银川市民大厅商事登记

服务大厅完成宁夏首家“个转企”登记。“银

川市审批局网上办专区工作人员为我们申

请人提供了办理流程讲解、材料准备、操作

指引等一站式服务，我们当天就拿到了企

业营业执照。”银川兴庆区熙珍烤肉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李敏说。

自 2016 年银川从封存 69 枚公章开始

实施政务“放管服”改革以来，2020 年 9 月，

银川政务大厅由中科院软实力研究所评定

为全国最具综合影响力政务大厅，2021 年

银川政务服务标准化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批准为全国推广典型案例，银川“放管服”

改革不断拓展成果。

“营商环境既是软实力，更是硬支撑。

针对‘放管服’改革，银川近些年赋能实施

迭代升级取得良好成效。”银川市委书记赵

旭辉说。

数字赋能

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张静说，

近年来，银川市在原有“放管服”政务服务

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

机，按照“三集中、三到位”的要求，整合进

驻出入境、医保、社保、税务、公交资源交

易、公积金、不动产登记证等 13 个服务大

厅，涵盖 1279 个事项，真正实现了“群众进

一扇门，办成一揽子事”。

自 2020 年 起 ，银 川 政 务 服 务 自 助 终

端先后实现 16 项常用证明、14 种电子证

照自助查询打印，“i 银川”移动端 APP 实

现 655 事项掌上办理；银川市政务事项综

合窗口受理平台实现不动产、公积金、工

程项目、社保医保等 37 个行业专网系统

全面互联互通；银川市政务服务综合效能

监 管 平 台 实 现 市 县 乡 村 四 级 2282 项 事

项、2000 多名政务服务人员系统化管理全

流程动态监管；银川惠企政策“直通车”服

务平台覆盖工业、农业、服务业等 6 个领

域 336 项 惠 企 政 策 、已 兑 付 奖 补 9054 万

元 ，205 项“ 跨 省 通 办 ”，265 项“ 告 知 承

诺”，333 项“证照分离”，好评率达 99.6%，

政务服务四级标准获得首批全国推广典

型案例，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连续 5 年位

居 西 北 第 一 ，办 事 指 南 准 确 度 位 列 全 国

前十。

“银川市政企通平台去年下半年测试

时，我们企业就把相关信息对接到这个平

台上了。”宁夏梦驼铃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梁媛媛告诉记者，他们这家企业隶属银

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原来以为通过这个平

台只能了解一些政策法规相关政策，没想

到这里的“金融超市”真的很管用。“去年下

半年我公司办理一笔信用贷款业务，以前

需要一家银行一家银行地跑，折腾两三个

月也不一定跑下来。通过这个平台，不到

半个月一笔 500 万元贷款就到了公司账

户。”梁媛媛说。

截 至 今 年 3 月 底 ，银 川 市 全 面 实 现

“一网两端三平台”智慧服务新模式，宁

夏 政 务 服 务 网 银 川 站 81.7%政 务 服 务 事

项“ 一 网 通 办 ”、52.4%政 务 服 务 事 项“ 全

程网办”。

三轮审改

如何理解政务服务改革制度的迭代升

级？“大道至简，政简易从。”银川市审批局

工商贸易科科长翟桂贤说。近些年，银川

市按照“宽进、快办、严管、便民、公开”的理

念，先后实施“三轮审改”，即从 2014 年的

一枚印章管审批到 2018 年的一体式集成

审 批 ，直 至 2019 年 的“1230”审 批 制 度 改

革，实现政务审批从“一枚印章管审批”到

“一枚印章管数据”迭代升级，其中“1230”

审批服务改革新模式入选《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 100 例》，银川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

示范项目。

银 川 开 办 企 业 时 间 仅 用 3 个 小 时 ？

“是的。”翟桂贤告诉记者，为了将企业开

办 时 间 缩 短 到 3 个 小 时 以 内 ，银 川 市 大

刀阔斧地深化商事制度和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如何实现？其实是一个

系统工程，需要在免费开办、多证合一、

现场开户、证照分离、电子证照基础上，

继 续 推 行 视 频 勘 探 、一 网 通 办 、智 能 审

批、帮办代办、一件事一次办好等审批制

度改革的“延链补链”。一般社会投资项

目 和 政 府 投 资 项 目 全 程 审 批 在 40 个 和

60 个 工 作 日 内 ；政 府 投 资 项 目“1+3”风

险防控机制、“N+1”多证联发、分阶段施

工许可、政府购买施工图审批服务、区域

评估、联合验收、定制审批、审管互动，近

两 年 银 川 市 成 为 企 业 开 办、项 目 报 批 最

快城市之一。

“我公司在西北各省份都有项目，银

川市房地产项目办理审批落地速度是最

快的。”宁夏中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前期

部 综 合 岗 负 责 人 白 洁 说 ，一 般 房 地 产 企

业开办项目需要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许可证、消防审核意见书、

施工许可证等，办理这些证最快也要 3 个

月，由于银川市推行“三轮审改”制度改

革，这些手续经过一套资料、同一部门、

同 一 窗 口 线 上 审 批 ，仅 4 个 工 作 日 就 全

部完成。

对标一流

“银川市营商环境创新推出 5.0 版，是

银川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迭代升级版。”

银川市审批局营商建设科科长杨建军说。

2019 年以来，银川从产业发展适配性、企

业全生命周期需求、痛点难点破解入手，迭

代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方案，推出 1218 项举

措，形成了不动产“信易登”“投诉举报直通

车”“一业一证”及“五个一”服务模式等一

大批改革经验，2019 年、2020 年连续两年

入选全国营商环境标杆示范城市。

此 外 ，银 川 市 以 政 府 购 买 服 务 的 名

义，为新开办企业免费刻章，去年下半年

仅 2 个月支付 5 万元为 1000 多家企业赠送

6186 枚公章，支付 250 万元为这些企业免

费办理车用气瓶检测证等。“截至去年年

底，银川审批局投入近 2000 万元为企业实

施多项真金白银的政府服务；市发展改革

委、商务局、科技局、农牧局等多部门用以

奖代补的形式为新开办企业提供政府服务

资金高达 4.25 亿元。”杨建军说。

近年来，银川市政务改革对标一流，软

环境越来越好，市场氛围越来越浓。尽管

受疫情影响，银川市新开办企业年均增速

仍达到 15%，经营主体保有量达到 36.4 万

户，创业密度持续增长、创新活力持续迸

发，2022 年 9 月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

靠前服务口岸忙
本报记者 马洪超

初夏时节，吉林省珲春口岸一派繁忙景象。清晨，位于中俄边境

的珲春公路口岸车声隆隆、人声鼎沸，一辆辆满载货物的卡车有序排

队，按步骤办理有关手续。

珲春市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带，是我国长吉图开发开放先

导区的窗口、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节点，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

向北开放的重要支点。

“今年以来，商品车单日出口最高达 50 辆，相当于去年 1 个月的

出口量。”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

警察郑明亚说。

不仅在数量上比往年有所提高，珲春口岸的出口商品车种类也

由以往单一的货车逐渐增加了轿车、客车、工程车等多种商品车。为

应对这种情况，该站在执勤一线增派精干警力，确保商品车辆“随到

随检”。今年一季度，经珲春公路口岸出口的国产商品车达 1300 余

辆，超过去年全年。

随着中俄贸易发展，中俄两国的人员、货物往来日趋频繁。珲

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在珲春公路口岸实行“7 天×10 小时”通关制

度，积极推行生鲜及重车错峰通关，开通“鲜活海产品绿色通道”，

提供预约通关、延时验放服务，使相关产品能够随到随验、快速

通关。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鲜活海产品进口不断档，节假日的进口

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珲春凯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王田野

说，对于鲜活海产品贸易来说，时间就是效益，“眼下正值帝王蟹消费

旺季，进口帝王蟹新鲜度越好，市场竞争力就越高”。

晚上 9 点，随着阵阵轰鸣声，一趟满载煤炭的俄籍货运班列驶入

珲春铁路口岸。列车停稳后，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

打着手电，弯腰、半蹲、查底不放过一个角落，仅 20 分钟就完成了入

境列车的查验。

“通关提前 1 分钟，对我们企业都是莫大帮助。今年我们代理的

中欧班列货物运量增加了 20％。”珲春宝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经理朱翔军说，高效率的通关帮助他们节约了时间成本和仓储成

本，提升了货物周转率。

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关宇说，他们不断提

升查验效率、优化通关体验，与联检单位协调服务机制，全力保障

铁路口岸实行“7 天×24 小时”全天候通关。今年以来，该站共查验

中俄货运班列 600 余列次、跨境货物达 100 余万吨。

湖北宜都去年“酱草柑茶”产业链总产值近 300 亿元——

特 色 产 业 融 合 提 质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每逢周末，湖北省宜都市高坝洲镇天平山

村的鲟鱼小镇就被城里来的游客挤得满满当

当。以鲟鱼为主题的乡村休闲旅游，让这个名

不 见 经 传 的 小 村 庄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网 红 打

卡地。

近年来，高坝洲镇因势利导，整合各类资

金 1600 多万元，打造“鲟鱼小镇”，大力发展乡

村休闲旅游。

位于天平山村的中国清江（宜都）鲟鱼谷，

是国内最大的工厂化鲟鱼养殖基地，其鱼子酱

年产量已突破 100 吨，占全国总产量的近三

成。由于产品远销海外，宜都市也因此获得

“世界鲟都”的美誉。

天 平 山 村 4 组 村 民 刘 翠 莲 瞄 准“ 鲟 鱼

热”，开了一家鱼馆，专做鲟鱼菜肴，一条 5 斤

多重的鲟鱼，刘翠莲可以变着花样做出 8 道

菜肴。

天平山村党总支书记许长平说，“鲟鱼热”

有力促进村集体经济增长，带动了农民增收。

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33 万元，比 2018 年增

长了近 4 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9 万

元，比 2018 年增长 45%以上。目前，天平山村

已经甩掉了曾经的“三类村”帽子，成功跻身

“湖北省省级生态村”。

除了鱼子酱，宜都的冬虫夏草、柑橘、宜红

茶等特色产业，同样展现出勃勃生机。

东 阳 光 集 团 组 织 260 多 位 科 研 人 员 ，经

过 多 年 技 术 攻 关 ，独 创 出 稳 定 的 冬 虫 夏 草

生 态 繁 育 工 艺 路 线 ，并 在 宜 都 市 建 立 了 全

球 冬 虫 夏 草 生 态 繁 育 基 地 ，推 开 了 冬 虫 夏

草 产 业 化 大 门 ，当 前 年 产 量 已 达 60 吨 。 曾

经只在雪域高原生长的滋补珍品，已在宜都

市“安家”。

作为“中国柑橘之乡”，宜都市拥有非常

完整的柑橘产业链。目前，当地柑橘种植面

积 30 万亩，年产量 65 万吨。在柑橘的加工利

用 上 ，湖 北 丰 岛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鲜 果

捞”橘瓣罐头畅销海外，土老憨集团研发出橘

子醋、陈皮豆豉等 5 大类 50 多个产品。柑橘

的“全果利用”在宜都市得以实现。

宜红茶是与祁红茶、滇红茶齐名的我国

传统外销三大工夫红茶之一。“宜都宜红茶”

也是湖北省唯一入选首批“中欧 100+100”地

理标志产品互认的茶叶品牌。宜红茶有着高

端红茶特有的“冷后浑”现象，在欧美市场广

受喜爱。

“酱草柑茶”挺起了宜都农业产业“筋骨”，

也带动了旅游业火爆出圈。宜都市文化和旅

游局局长裴学飞说，围绕“酱草柑茶”，宜都市

已打造出宜都国家柑橘农业公园、清江鲟鱼

谷、醉美茶乡吕家坳等多个乡村旅游景点，形

成了清江康养休闲游、披荆斩“橘”柑甜游、茶

乡观光体验游等 10 多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实

现了农旅深度融合。去年，全市乡村旅游共接

待游客 275 万人次。

宜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施春燕告诉记者，

“酱草柑茶”带动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动了

产业链加速延伸，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去年，宜都“酱草柑茶”产业链总产值近 300 亿

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8286 元，位居全

省前列。

科技护航夏粮稳产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在河南周口鹿邑县穆店

乡焦庄村的一块万亩高标准

农田里，一大片绿油油的小

麦长势喜人。伴随着一阵阵

旋翼转动声，一架架黑色无

人机腾空而起，低空掠过麦

田均匀喷洒药物，进行病虫

害防治。

“这些多光谱无人机的

多 光 谱 镜 头 可 以 通 过 捕 捉

可 见 光 谱 带 和 不 可 见 光 谱

带区分物种，监测分析作物

生长情况，精准识别病虫害

区 域 。 红 色 越 深 说 明 作 物

长势越好。”鹿邑县植保飞

手 邱 建 彬 指 着 屏 幕 上 的 色

块说，无人机会根据图谱自

动增加或减少施药量，比一

般 无 人 机 喷 防 减 少 30% 的

用药量。

当前正值小麦形成产量

的关键时期，也是多种病虫

害易发期。为全面提升小麦

病虫害科学防治水平，鹿邑

县抢抓防治有利时机，积极

使用植保无人机喷防作业，

通过混合喷施叶面肥和病虫

害防治药剂，有效预防了条

锈 病 、赤 霉 病 等 病 虫 害 发 生 ，全 力 保 障 夏 粮 稳 产

增收。

据了解，植保无人机 10 分钟就能完成 30 余亩土

地的农药喷洒，效率是传统人工的 30 倍。随着现代

技术、人工智能、5G 等技术在各领域的不断发展，科

技正在不断助力农业耕作和农业生产，已经为广袤

的农田带来不少应用尝试和机械升级。

“以前用手动喷雾器打药费时费力还费药，现在

用植保无人机等，省时省力又省心。我种了近 2000

亩地，一季下来就能节省 8000 元到 1 万元。”鹿邑县

穆店焦庄村种粮大户邱杰说，如今，除了施肥、喷药，

在测绘测产、小麦播种、除草、杀虫等环节，他也用上

了无人机。

目前，鹿邑县有 124 万亩耕地，粮食种植稳定

在 115 万亩以上，90%以上的耕地实现了植保无人

机进行“一喷三防”服务。“为提升作业效率，提高

粮食产量，全县先后出动无人机 130 多台，高效植

保机 90 多台，各类适用农业机械正依据农时有序

投入。”鹿邑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陈东振说，他们将

持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大力推动农业生产

的智慧化和无人化，普及无人机和其他现代化农业

机械进行大面积农田机械化生产作业，高效推动农

业节本增效。

□ 本报记者 许 凌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高 妍

近年来，江苏连云港市充分利用荒地、屋顶、沿海滩涂等有序开发建设太阳能光伏、风力发电等绿色能源项目，全力打

造“阳光工程”，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图为 5 月 15 日拍摄的连云港市沿海滩涂上

的一座光伏发电站。 耿玉和摄（中经视觉）

银川市民大厅导办工作人员

服务现场。 马兴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