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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必应、无事不扰是怎么做到的
——四川绵阳改善营商环境调查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近日，四川 12 个省级部门和 21 个市（州）、

145 个开发区负责人齐聚绵阳，用一整天时间集

中考察绵阳开发区建设成果并召开四川省开发

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火热的项目建设现场、

忙碌的企业生产车间，处处涌现着勃勃生机。

企业在绵阳发展有何特别之处？近日，经济

日报记者深入绵阳企业、园区、工地和政府部门

展开调研，有的说是坚持工业主导，有的说是以

园区为载体，有的说是招大引强⋯⋯站在不同角

度，给出的答案侧重点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

同点：营商环境的大幅改善，大大推动了民营经

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面对面听 实打实做

绵阳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科

技城”，也是四川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绵阳紧

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创新驱动

引领产业发展，充分发挥科技创新资源富集的特

有优势，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推动经济社会

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但面对日趋激烈的区域

竞争环境，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保持住良

好发展势头，绵阳市委、市政府通过一系列创新

举措和实实在在的成绩，给出了关键“答案”——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2022 年 5 月，绵阳市委做出一项决定：进一

步畅通企业反映问题的渠道，常态化开展“面对

面听取意见、实打实解决问题”活动，每个月举办

两期“优化营商环境面对面”专题座谈会，由市

委、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听取企

业经营者的诉求。把参会主体确定为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长虹、九洲等国有企业负责人反映问

题的渠道很畅通，所以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到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层面，包括餐饮、快递、零售等行

业。”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朝阳解释道。

去年 5 月 6 日，第一场“面对面”座谈会举

行。“感觉企业家们有所顾虑，开始提的大都是一

些不痛不痒的问题。主持会议的市委主要领导

多次插话表明态度，请各位企业家讲最想讲的

话、说最困难的事、提最迫切的要求。”一年多前

的场景，黄朝阳还历历在目。

顺丰物流绵阳公司负责人张文昌在会议发

言时，提出了送货大车不能进城、快递电动三轮

车上牌流程复杂等长期困扰物流企业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整个行业面临的共性问题，长期没

有得到有效解决。当时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我们

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张文昌告诉记者，但会后的

情况让他感到“动真格了”。当天绵阳市公安局

就预约时间上门座谈，之后几天时间，全市同类

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如今在绵阳市，物流企业的

500 多辆货车可以在城区大大方方通行，4000 多

名快递小哥也不用担心临时停车被处罚了。

首场“面对面”座谈会上，绵阳市建立起了包

括市委、市政府领导，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与企业

家在内的“绵阳企业家微信群”，以便随时听取企

业的建议、意见和诉求。

查看这个有 215 人的微信群的聊天记

录，发现大到土地涉诉问题，小到门牌号码

申请问题，都有涉及。企业家们可以随时

@相关负责人反映问题，市领导也可“发点

球”@相关部门及时研究处理。同时，各县

（市、区）、园区和经信、商务等行业主管部

门也建立了企业家群，在线听取意见建议，

协调解决企业经营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去年 6 月 7 日，四川康钏威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统刚在群里@市政务服务监管

局负责人刘朝伟，反映企业所在地没有门

牌号，发招聘通知、收货等都不方便。刘朝

伟当即回复会尽快落实。第二天，李统刚

提出的问题便得到解决。

今年 5 月 6 日，绵阳艾萨斯电子公司负

责人吕中华反映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间几

经磋商。18 日，绵阳银保监分局、绵阳农商

银行负责人到公司调研交流。6 月 15 日，

吕中华在微信群里高兴地回复说，绵阳

农 商 银 行 已 给 出 降 低 贷 款 利 率 的 新

方案。

在绵阳调研，时常听到“扯个‘回

销’”的说法。何意？当地干部告诉

记者，意思是对别人的需求给个结

果、有个说法。为确保企业提出的

问题得到解决，绵阳市制定了《“优

化营商环境面对面”专题座谈会闭

环 管 理 工 作 机 制》，建 立 了 问 题 征

集、汇总、解决、反馈、结果公开、督查

督办的工作闭环，安排专人定期回访

企业，跟踪办理落实情况，根据问题所

涉及的层级和管理权限，及时向有关部

门直至书记、市长反馈。

据绵阳市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王作全介绍，去年以来，绵阳成立稳经济

政策落实办公室、搭建“绵企通”政企服务平

台、开通市长热线稳经济专线、开展“解难题

促发展·千企大走访”活动，精准出台一系列实

打实的惠企暖企政策措施。截至 2023 年 7 月，

绵阳市级层面共举办“优化营商环境面对面”专

题座谈会 12 场，各地各有关部门已分级分类组

织召开座谈会 224 场，收集问题 3022 个，已解决

2700 多个。

集中精力 靠前服务

5 月 8 日，绵阳市举行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并

发布 2022 年全市营商环境报告，在介绍绵阳相

关举措和成绩的同时，更直击短板和问题。会上

还播放了营商环境暗访曝光片，原汁原味还原部

分企业维权难、办事难等问题 20 个，被曝光问题

的单位主要负责人都感到“坐不住”。敢于亮剑

的这个细节，让企业家们看到绵阳优化营商环境

不护短、不避难，真心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行动。

华 拓 光 通 讯 副

总 经 理 魏 子 秦 感 受 到

“优化营商环境，绵阳既认真、更较真”。

随着大家对营商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

深，以及效果渐次凸显，绵阳市委、市政府提出要

把“有需必应、无事不扰”打造成绵阳营商环境的

“金字招牌”。这 8 个字并不新鲜，但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真正的考验在落实。

先看“有需必应”。绵阳市委、市政府之所以

提“有需”，而不是“有求”“有呼”，是希望一改以

往“被动”解决企业需求的作风，切实当好“店小

二”，主动靠前服务，时刻关注企业需求，随时做

好服务准备。目前，绵阳各级层面召开的“优化

营商环境面对面”专题座谈会收集到的 3022 个

问 题 就

是 3022 个

“需”，其中不

乏“ 硬 需 ”“ 刚

需”，有的问题年

代 久 远 、查 证 困 难 ，

有的问题涉及多个部门

和经营主体、情况复杂，有的

问题解决起来所需资金不是小数

目、十分棘手。应不应？如何应？绵

阳没有退缩，作出了解答。

绵阳思利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投诉称，一家

农家乐长期违规占用公司土地，问题多年得不到

解决。绵阳市相关方面收到诉求反映后立即展

开调查处理，今年 5 月底，公司地块上的违规建

筑已基本拆除，即将启动开发建设。

绵阳一迪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际霞

介绍，公司运营着幼儿园等机构。因为采用承租

房屋的形式，存在“转供电”收费情况，导致电费

缴纳金额过高，虽然反映多年，但是一直未得到

有效解决。去年 9 月，绵阳市发展改革委、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开展“转供电”治理，该公司电费支

出减少一半，经营成本大大降低。

翻看相关案例汇总，比上述情况复杂的问题

还有很多，但大多得到了有效解决。

何谓“无事不扰”？在绵阳，接受采访的企业

家们表示，如果说“有需必应”考验的是党委、政

府的担当，那么“无事不扰”考验的则是执政能

力。政府部门尽量减少评比检查，使得企业可以

集中更多精力抓生产、抓管理、抓市场。

在绵阳市委、市政府看来，“无事不扰”不只

是取消不必要的检查评比等“虚功”，更是为了集

中精力做好“有需必应”；不只是被动应对找上门

来的问题，更要主动作为，把政府该做的事做在

前面。

黄朝阳说，一年多来，绵阳在深化关键环节

和重点领域改革创新、推动中央和省市稳经济政

策措施落地落实等方面真抓实干，针对企业最关

心的融资、人才、创新等环节，先后出台了“人才

十条”“金融十条”“科创十条”“园区十条”等系列

政策措施；对重点行政审批流程进行“适企化”再

造，实施政务服务减事项、减时间、减材料、减环

节“四减”行动，绵阳市本级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平

均缩减一半以上；推进放权赋能，向市属园区下

放市级管理权限 51 项，县（市、区）共向县属园区

下放县级管理权限 1276 项，基本实现了“园区事

园区办、企业办事不出园”。

设置“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是绵阳市切

实帮助工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及时获得金融续

贷支持的重要举措。江油市长祥特殊钢制造有

限公司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今年我们已经两

次使用这项资金完成流动资金续贷，这笔钱既缓

解了企业的资金难题，又节约了财务费用，还能

很好地保护企业的征信记录，一举多得。”公司执

行董事唐凤军说。据悉，今年以来，该项举措已

为在绵多家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困难。

为帮助企业引进急需的人才，绵阳市不仅设

立了 10 亿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还组建了 17 个

小分队奔赴高校招才引智，依托人才集团和

驻外高层次人才联络站对接引进高层次人才

团队。据统计，2022 年以来新增来绵高层次

人才 3.48 万名，新增高层次产业创新创业人

才队伍 83 个。

力求高效 企业投票

去年，绵阳招商引资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全市签约 5 亿元以上的项目 128 个、总金额达

2537.13 亿元，其中百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 7 个，

目前 3 个已投产。今年一季度，绵阳创下一项新

纪录：省外引进产业项目新增实际投资总额跃居

四川省各市（州）第一位，这也是绵阳在这一指标

上首次站到最前列。今年上半年，绵阳再新引百

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 4 个。

这是企业家们用项目和真金白银为绵阳的

营商环境投出的选票。时间和实践都证明，他们

的选择是正确的——多个百亿元级项目在绵阳

的建设周期大幅缩短，比如埃克森新能源项目今

年 4 月已投产，高效单晶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项

目今年 5 月已实现第一片电池片下线，巨星稀土

永磁新材料产业项目 6 月初投产，并跑出了绵阳

“加速度”，这些重大项目从开工到投产分别只用

时 8 个月、7 个月、10 个月。

在绵阳市涪城区，百亿级项目绵阳创明新能

源项目建设现场，只见 10 余辆卡车来回穿梭，塔

吊起起落落，忙碌的场景令人振奋。更让人振奋

的是绵阳的高效。“我们这个项目是带着订单建

厂，今年 12 月份必须出样品，最晚明年 3 月必须

实现批量供货。”绵阳创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庄新震告诉记者，“因为投资额大，订单

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必须找到高效可靠、满足紧

张工期的地方，最终我们在绵阳落脚。整个项目

从接洽到签约，再到开工建设，仅用了 83 天。”

6 月上旬，记者在绵阳高新区（科技城直管

区）的巨星（绵阳）稀土永磁新材料产业项目现场

采访时，第一批产品刚刚出炉，投资方还沉浸在

新生儿诞生般的喜悦中。“短短 10 个多月，我们

首批次毛坯产品便实现下线！”绵阳巨星永磁材

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浩介绍，项目完全建成投

产后，将具备年产 10 万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永

磁材料的生产能力。

与巨星永磁一条马路之隔的埃克森新能源

电池产业园去年 5 月落地建设。埃克森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绵阳基地负责人童双龙说，“政府

组建的工作专班就驻扎在工地上和我们一起上

班，遇到问题马上研究解决”。

“投资方对营商环境特别敏感。”庄新震说，

“这么大笔的资金，投产时间每拖后一天资金成

本都不是小数，更不用说对抢占市场的负面影响

了。”企业为项目建设投入的都是真金白银，没有

不慎重的。优惠政策很重要，优良环境更重要。

黄浩和童双龙对此也深有同感。

2023 年，绵阳招商引资工作继续保持良好态

势，1 月至 6 月，招引签约项目共计 166 个、签约金

额达 1639.42 亿元，增幅分别为 12.9%、13.3%，其

中 5 亿元以上项目有 106 个、金额达 1584.15 亿

元。上半年，绵阳交出一份出色的“成绩单”：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5%，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8%，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4%，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0.2%。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红利正加速释放。

坚持做优“有需必应、无事不扰”营商环境

品牌已成为绵阳全市上下的共识。山积而高，

泽积而长。绵阳正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

作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解难题、办实事，让惠企政策更加有力度、

有温度，以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
刘 畅

民营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创新创业的主阵

地、民生改善的主渠道。绵阳发展态势向好，

民营经济是重要支撑。面对总体运行态势良

好，但受新冠疫情影响，回暖基础尚不牢固的

民营经济，着力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对提振

经营主体信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有着积极

意义。

优化营商环境要聚焦关键环节放权赋能，

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至关重要。近年来，绵阳通

过简政放权、流程再造、靠前服务等方式持续

精简材料、降低费用、压缩审批时间，让企业办

事“零跑腿”成为常态，“跑一次”成为上限。对

于营商环境的改善，扎根当地 20 多年的绵阳富

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深有体会。该公司二期

项目开建前，政府部门上门帮其协调解决土

地、电力等方面问题，力求让企业感受到服务

做“加法”、流程做“减法”带来的便利，最大程

度满足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发展，需要的就是

这种换位思考的态度。只有办事容易、办事方

便，营商环境优，企业才能引得进、留得住、发

展得好。

优化营商环境还要敢于动真碰硬，要在事

关公平竞争的改革上下功夫。从绵阳的实践

不难看出，营商环境是一项综合性的改革工

程，随着改革渐入深水区，遇到的问题往往都

是难题。许多改革攻坚跨部门、跨系统、跨层

级，许多难点堵点涉及平等准入、要素获取、社

会信用。绵阳的做法是，持续推行包容审慎监

管执法，健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实现 20%的涉

企纠纷化解在诉前；持续推动“法治体验”制度

化、常态化；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两清”行

动，严肃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加大对

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

只有让民企、国企、外企在政府采购、招投

标等领域站在同一起跑线，破除民企在土地、

资金等生产要素获取方面的隐性壁垒，才能让

民企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放心干、

大胆闯，心无旁骛发展壮大。

不仅是在绵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

营商环境，在何时何地都是护航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加速器”。一个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的城市，一定能让全社会创新创造创业的活

力竞相迸发，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的好处显而易见，各地都想

通过持续优化营商“软环境”拼出发展“硬实力”，将当地打造成为招商引资的

“强磁场”。作为四川第二大经济体，绵阳选择将“有需必应、无事不扰”打造成

改善营商环境的“金字招牌”。这 8 个字并不新鲜，但真正的考验在能不能真落

实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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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四川绵阳市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图为城市一角。

陈冬冬摄

图② 图为绵阳高新区（科技城直管区）光电产业园。

李婧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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