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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需要“大浪

潮”，也离不开“小浪花”。

富有改革创新基因的山东省潍坊市，将顶

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聚焦发展中的难

点和民生改善的堵点，谋划实施了一系列便民

利企、接地气、落点准的“微改革”，办成了

一批群众和企业身边可感可及的实事难事，让

改革红利可感受、能触摸、有温度。

实施“微改革”带来大成效，在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同时，还推

动了各项改革措施的有效落地，实现了地方治

理效能的提升，成为促增长、惠民生的利器。

加强科学谋划

为什么要实施“微改革”？潍坊市委改革

办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群众所盼是改革所向，

一方面，旨在精准聚焦群众关注的领域，从群

众的身边小事入手，以小见大、以点带面，让

改革红利更可感受、更能触摸、更有温度。另

一方面，坚持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

合，发挥基层创新精神，汇集群众改革智慧，

推动各项改革任务在基层创造性落实。

用“微改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需

要落点准、见效快。潍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导向，重点从百姓关心关注的身边事改

起，通过相关负责人点题、部门自主创新、金

点子征集等方式，选准“微改革”突破口。

负责人点题改。将“微改革”纳入全市改

革推进体制框架，建立点题项目库，由相关责

任单位逐一认领，倒逼问题解决。

潍坊市围绕帮助企业破解供需信息不对

称、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推动开展“我为企

业找订单”活动，组织行业龙头骨干企业与上

游配套企业、下游应用企业一对一、面对面对

接，推动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

通发展的产业生态。

部门自主改。每年组织各级各部门谋划改

革亮点，对征集到的事项进行梳理、分析、提

炼，选取切口小但覆盖面广的改革事项，精准

转化为“微改革”项目，推动部门由被动承接

落实改革转变为主动谋划实施改革。

以促进就业为例，当地各级各部门持续从

细处着手实施就业“微改革”，努力在老百姓

家门口、重点就业群体身边，提供更细致的就

业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营造更加公平

的就业环境，涌现出很多典型案例。“社区微

业”是其中之一。

“ 社 区 微 业 ” 主 要 围 绕 解 决 社 区 里 低 技

能、低收入、高失业、高流动等重点群体就业

问题，通过搭建“微就业”“微创业”“微培

训”平台等，助力相关人员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目前，已覆盖 285 个社区、200 多万群众。

群众提议改。坚持开门搞改革，开展改革

“金点子”征集活动，通过改革邮箱、“潍坊改

革”公众号、“12345”热线等途径向社会公开

征集改革建议。已累计收到群众留言、留信近

1000 条，已有完善便民公园体系、优化交通

秩序等“金点子”被纳入决策。

目前，潍坊“微改革”事项已涉及到产业

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基层社会治理等各

方 面 ， 形 成 了 以 小 切 口 撬 动 大 变 革 的 生 动

局面。

健全保障体系

在推进“微改革”的过程中，潍坊市牢牢

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目标导

向，突出制度创新，发挥部门合力、激发工作

活力。

目标导向上，紧紧围绕群众和企业诉求，

将“微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建立

定期协商机制，不定期召集各领域“微改革”

事项责任单位，坚持用微视角观察群众和企业

更关心、更现实、更直接的问题，用“微改

革”推出管用的新招、实招、妙招。

“质量贷”就是其中一项创新成果，着眼

于把质量、品牌、标准、认证等无形资产，变

成企业发展所需的“真金白银”。潍坊市创新

构建融资增信体系，将荣获各级政府质量奖、

标准创新奖、好品山东等奖项或荣誉的企业，

作为信贷支持对象，分别给予授信额度、贷款

期限和贷款利率的梯次优惠，授信额度最高可

达 3 亿元，信用贷款最高可达 5000 万元。

虽然“微改革”多是小切口，但每一项都

是系统性工程，都需要相关部门协同推进。潍

坊在相关工作推进上，坚持“一盘棋”谋划。

宏观层面，构建起协调、高效、有序的横

向运行机制，建立了市深改委统一领导，改革

办具体负责，市直部门、各县市区协同联动，

社会力量参与的“微改革”工作格局。聚焦全

市中心工作，抓住重点领域的关键环节精准发

力，通过工作方式方法的小创新、小变化，发

挥“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带动实现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比如，为扩大城市口袋公园建设，更大限

度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潍坊

先后颁布 《潍坊市城市绿化条例》，编制 《潍

坊市公园体系规划 （2023—2035 年）》，为科

学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提供法律保障、政策支

持、标准指引。

微观层面，要求各级各部门把关乎民生的

关键小事当成自己的心头大事，结合工作实

际，打破常规，换思路、换方法、换路径，研

究推出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实现小创新推动

大发展，确保“微改革”项目有效推进。

创新探索“新型集体经济+”过程中，潍

坊部分县市区因地制宜，通过创新成立镇级为

农服务公司、村级农地经营公司，统一开展土

地规模化流转，破解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耕

地细碎化等问题，在联农带农助农中实现集体

增收、村民共富。

完善推进机制

围绕推动发展带来的新发展变化、社会特

点、群众诉求，潍坊构建长效机制，不断研究

制定新的“微改革”举措，持续把好事办好、

把实事办实。

突出制度创新，以制度来保障改革的连贯

性和长效性。从启动“微改革”伊始，就将其

作为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纳入改革推进体制

框架，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建立定期协

商机制，构建常态长效工作机制，确保久久为

功、一以贯之。

以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为例，围绕提升推动

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企业梯队厚

度、产业集群高度、亲清服务温度等，长期以

来，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微改革”不断推

出，力促当地民营经济实力持续壮大，贡献了

六成地区生产总值、七成投资、八成税收、九

成就业和 99%的经营主体。

“微改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的一项重要实践。坚定这一目标导向，潍

坊构建起从民意收集、交办、办理、督查到

反馈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努力让群众和企业

的每一件身边小事都能及时有人听、有人管。

一个核心之举，是依托“12345”热线、

服务企业专员、改革“金点子”征集活动等社

情民意渠道，广泛了解、回应群众和企业较为

关心的问题。

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例，潍坊市深入推

行服务企业专员制度，全市 7041 名服务企业

专员包靠 10666 家重点企业，切实帮助企业破

解资金、土地、人才、技术等关键难题。企业

家们纷纷为潍坊的营商环境点赞。

改革千头万绪，落实更为关键。潍坊市构

建常态管理机制，对每批“微改革”事项都建

立管理台账，逐项明确责任单位、承办单位、

责任人、完成时限。建立常态督察机制，将

“微改革”开展情况纳入年度考核体系，定期

对任务推进成效开展督促评估。创新常态宣传

机制，建立“四位一体”的“微改革”宣传工

作机制，构建多平台宣传矩阵，探索“线上+

线下”全媒体宣传模式。

为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改革氛围，潍坊市

还注重完善典型带动机制，组织开展百项“微

改革”案例评选活动，并按照不同专题“组

团”，打造成可听、可看、可复制的现场示范

点，充分发挥好优秀“微改革”案例示范带动

作用。

（数据来源：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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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便民利企的实事办好把便民利企的实事办好
市民群众在潍坊市寒亭区祥泰园内游玩

“零工客栈”里正在为零工人员进行

用工登记

潍坊银行为山东天元盈康检测评价技

术有限公司发放 400 万元“质量贷”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社区微业”创业体验站

“我为企业找订单”昌邑·滨海行专题活动现场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苇湾社区“天使助残创业手工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