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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区推出系列政务服务便民举措

急群众所急 办“难办”之事
寒假期间，许多教师和学生有出游需求。新会公安分局在1月特别开设“办理出入境证件业务师生专场”，目前共接待办

事群众900多人次，受理业务超340宗。这是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新会区推出的众多便民服务之
一。

据悉，新会区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聚焦群众办事
难，推出系列政务服务便民举措，不断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切
身感受到主题教育实际成效。

文/图 黄胜 谢宝辉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新会区市场
监管局登记窗口推出市场主体设立
登记“线上全程网办+线下全城通办”
服务。新会区人社、农业农村、公安、
医保等职能部门将编制《新会区人才

“一站式”服务事项指南》，推动人才
“一站式”服务事项实现

“零跑腿”“即时办”。
为解决群

众“看不懂”
“不敢用”
“无设备”
等 网 上
办 事 时
遇到的
难 题 ，
新会区
市 场 主
体 登 记
大厅打造

提 供 全 方

位服务的自助区，不但配备电脑、打
印机等设备，还安排志愿者现场为群
众提供“一网通办”平台操作指引。

此外，为缓解群众预约难问题，
该登记大厅在显眼位置增设各乡镇
登记窗口地址、咨询电话等指引，提
升窗口服务效能。针对军人、年满60
岁长者、孕妇、行动不便人士、华侨华
人等特殊群体，提供绿色通道，专人
跟进、优先办理；针对重大项目、分支
机构批量业务等符合条件的申请，登
记窗口提供定制服务，根据业务内容

“定制”服务方案。
“今年是新会区的‘民生服务提

质年’。各政务服务窗口将继续紧密
协作，广泛收集企业和群众的办事需
求，进一步深化延时服务，创新创优
各项服务举措，让办事便利度更优，
体验感更好，满意度更高。”新会区行
政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2023年，新会区工作日“中午不打烊”和休息日预约办事办理业务量累计达4.5万
宗，服务群众超6.2万人次。

←新会区市场主体登记大厅打造提供全方位服务
的自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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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时间没空办，下班时间有空
没处办”，结合“四下基层”工作，新会
区有关部门了解到企业、群众办事存
在上述困难。为此，新会区行政服务
中心、人社、不动产、公安等多个服务
大厅大力推行“中午不打烊”等便民服
务。

近日，市民赵小姐急需在中午时
段办理商事登记业务。了解到新会区
行政服务中心设有商事登记“中午不
打烊”窗口后，便通过“中午不打烊”窗
口顺利完成企业开办登记手续。赵小
姐点赞道：“‘中午不打烊’大大提升了
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便捷性。”

据悉，近年来，新会区一直致力于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
陆续有部门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流程，
开通办事窗口延时服务。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民政
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税务局和不
动产登记中心新会分中心等部门，以
及会城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均开通工
作日“中午不打烊”服务。此外，新会
区还提供民政、社保、公安、不动产登
记、供水、供电等6大类业务的休息日
预约服务。2023年，新会区工作日

“中午不打烊”和休息日预约办事办理
业务量累计4.5万宗，服务群众超6.2
万人次。有关服务质量监测数据显
示，服务的业务量大幅增长，企业和群
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办食品经营许可证，要找多个部
门审批。有时带的东西不够，还要多跑
几次，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在主题
教育学习、下基层调查研究中，新会区
有关部门了解到企业、群众办事存在

“多头跑”的情况。

对此，新会区有关部门下决心进行
改革，整合涉及多个部门的“一揽子事
项”，推出“一件事一次办”套餐服务。
针对需要跑多个部门、交多份材料的复
杂事项，通过流程再造的方式，整理成
100多个“一件事”主题。

近日，市民李小姐打算
开设陈皮贸易商行，到新会区
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相关证件。通
过“一件事”专窗，李小姐一次性填妥
并递交所需资料后，当天就拿到营业执
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新会区毗邻港澳，长期在港澳和
新会来往的群众较多。因为两地政
策不同，衔接困难，导致一些群众办
事存在困难。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新会区通过
调研了解到这一情况，急群众之所
急，聚焦群众办事难，想方设法解决
问题。新会区政数局携手新会区台
港澳事务局推出“跨境通办”服务。
此举突破了地域限制，让港澳台同胞

无需入境就能办理内地500多项政
务服务事项。

近日，香港居民林先生需要办理
新会老家房子的继承公证及不动产
转移手续，但由于忙于工作无法抽
身。林先生通过“跨境通办”服务，咨
询办理新会老家房子的公证、产权迁
移等事项。林先生点赞道：“‘跨境通
办’服务很方便，大大降低了港澳人
士办理内地业务的成本。”

“中午不打烊”
“休息日预约服务”

群众上班“没空办”的事
“下班办”

网上自助“一对一”指引

实现“零跑腿”“即时办”

整理100多个“一件事”主题 “多头跑”的事“一次办”

突破地域限制

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跨境通办”

气候宜人、营商环境好，吸引不少东北人前来经商定居

江门宜商宜居，是一块创业宝地
南方游客北上滑雪、看冰雪大世界，北方游客到广东温泉酒店里泡汤

养生……今年冬季，南北互跨旅游火爆出圈，南来北往的游客催热了我国
旅游经济。其实，一直以来，广东都是东北游客热门的避寒胜地，其中，江

门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更是备受青睐。这里气候宜人，营商环境好，近年
来吸引了不少东北人前来创业定居。近日，记者采访了在江门创业多年的
东北“老铁”，分享他们对江门的印象，以及他们与江门“双向奔赴”的故事。

“这家店的出品不错，价格实惠、
分量足，老板和店员都很热情，我们经
常过来光顾。”1月24日，668东北饺
子（港口店）如常地迎来了一群熟客
——许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当中
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每周三都相约
在此聚餐，这个习惯已持续了七八年。

这家店的老板乌昕辉，来自黑龙
江省大庆市。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
性格热情大方，让人感觉十分亲切。
乌昕辉告诉记者，2006年，她跟随老
乡——668东北饺子店的创始人，来到
江门工作生活。起初，她只是“老东
家”店里一名普通的服务员，后来得到
了“老东家”的赏识和认可，在他们的
支持下开了这家餐馆，圆了“致富梦”，
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新生活。

对于不少江门人来说，668东北饺
子店是他们对东北菜的第一印象。因
为有一定的名气，乌昕辉的餐馆开张
后，生意虽说不上大红大火，但人气还
是很不错的。当然，她也有自己的“经
商秘籍”，那就是真诚待人。“顾客来吃
饭，就应该像来自己家一样，吃得放
心、吃得舒心。”多年来，乌昕辉始终坚

持实惠的定价策略，主打亲民家常
菜。同时，她对环境卫生和菜品质量
把控严格，力求为顾客提供最好的用
餐环境和服务，让顾客感受到家的温
馨。

乌昕辉的真诚换来了很多顾客，住
在店铺附近的李婆（化名）就是其中之
一。李婆年纪大，行动不便，子女又常
年在外工作，日常生活由保姆照顾。去
年除夕，李婆给店里来了一通电话，由
于保姆回家过年，她让乌昕辉帮忙打包
一份饺子，等邻居来取。想到李婆独自
在家，放心不下的乌昕辉，最后还是亲
自将饺子送到了李婆家中。这个小举
动，让李婆和她的家人都十分感动。那
年春节后，李婆的女儿还特意给乌昕辉
送来了巧克力以示感谢。

类似这样的暖心故事还有很多。
老客户梁伯（化名）是一位文化人，常和
老伴一起到乌昕辉的店里吃饭。有一
次，他们结账离开时，外面下起了大雨，
乌昕辉见状便给两位老人送上了一把
雨伞。然而，她没想到的是，这把小小
的雨伞，竟给两位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后来还被梁伯写进了他的书中。“虽
然江门人和东北人在生活习惯、方言和
文化传统上有所不同，但我们待人处世
都十分真诚、实在，这正是我喜欢江门
的原因。”乌昕辉说。

如今，668东北饺子（港口店）已被
周边不少街坊视为“自家的饭堂”，其
中既有相濡以沫的老夫妻，也有从拍
拖到结婚生子都来光顾的年轻家庭。
对于未来，乌昕辉充满信心，她坚信，
只要实诚经营，做好服务，就能吸引更
多消费者，自己家的日子也会越过越
红火。

乌昕辉：在江门圆了“致富梦”

这个冬季，哈尔滨的旅游业热度飙
升，东北文旅和“东北大花”成为“顶流”，
相关话题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持续走红。
近日，江门也迎来了一股“东北大花”热
潮。来自哈尔滨的董丽梅带领自家餐馆
的员工，身着东北特色小花袄，在江门网
红打卡地——长堤历史文化街区，手持
纸扇演绎起东北二人转，相关视频在网
络上迅速传播，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

董丽梅的餐馆名为“醉东北铁锅
炖”。1月23日，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蓬
江区的总店，见到了董丽梅，她那热情洋
溢、豪爽大方的气质与视频中如出一辙。
店门口整齐摆放着冻梨、大碴子粥等东北
特色美食，供客户在候位时免费品尝。

来江门之前，董丽梅和她的丈夫田
玉伟在上海经营了五年铁锅炖饭店。
2020年因疫情影响，他们每天都面临着
巨大的经营压力。后来，在亲戚的热心
推介下，他们关闭了上海的门店，来到江
门发展。“家里的亲戚都称赞江门的营商
环境很好，当时他们在江门做海鸭蛋生
意已经有一定规模了，于是我们也想到
江门来看看，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董丽
梅说。

初到江门，董丽梅夫妻二人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市场考察后，决定还是干回
老本行——东北铁锅炖。“当时江门还没
有一家专门做东北铁锅炖的饭店，这对
于我们来说是个商机，但也有朋友认为
此举太冒险，毕竟南北文化差异大，东北
菜在江门到底有多大市场，谁心里也没
有底。”田玉伟说。

要做就要做出特色。2020年年底，
他们夫妻二人在蓬江区开了第一家门
店。店内设计就是地地道道的东北风俗
装修，不仅有土炕头、花棉被，连小吊灯
的灯罩、座椅靠背、座椅垫都是自家手工
缝制的东北大花样式，墙上还贴着满满
的二人转手帕，主打就是一个东北特色，
让顾客一进门就可以领略东北的风俗和
人情。

一到秋冬季节，江门人就喜欢各种
焖煲、打边炉，而东北铁锅炖就正好对上
了江门人的口味。肉质紧实的东北大
鹅，经过2个多小时的炖煮，变得软烂入
味；粉条、土豆等配菜则充分吸收了大鹅
的油脂，口感软糯鲜香。几人围坐在一
起，一边吃着热腾腾的铁锅炖一边聊天，
既温馨又惬意。“铁锅炖在广东还挺受欢
迎的，现在我们在江门蓬江和中山古镇
各有一家门店，春节前还计划在中山小
榄、肇庆各开一家新店。”董丽梅说。

去年5月开始，董丽梅和田玉伟还
开通了抖音、小红书等社交账号，记录他
们的创业日常，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
东北美食文化。他们坦诚热情的东北人
性格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喜爱和关注。如
今在江门，他们也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

“网红”了。田玉伟感慨道：“江门的确是
一块宜商宜居的风水宝地，有良好的政
务环境和市场氛围，让每个外地来的人
都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创业创新。”

董丽梅：江门营商环境好

寒潮来袭，仓库烧烤吧（东北旺海
逸店）里，炭火的炙热与周遭的刺骨寒
冷形成鲜明对比，新鲜的肉串在火红的
炭火炉上滋滋冒油。趁热拿下一串，加
上蘸料、小葱，咬上一口满嘴焦香，既暖
胃又暖心。

“在东北地区，不管天气多冷、多
热，都阻挡不了东北人烤串的热情。”这
家烧烤店的老板郭志强，来自近期爆火
的哈尔滨市，在他的家乡，一条街上能
有好几家烧烤店，人们不仅宵夜吃烧
烤，还会把烧烤当作正餐来吃，“东北人
好客，喜欢热闹，每逢朋友聚会，烧烤是
必不可少的。”

今年是郭志强到江门的第14个年
头。2011年，他通过老乡介绍，来到江
门一家摩托车配件公司当销售员。生
活在异乡，他十分想念家乡美食的味
道，却发现当时的江门东北菜馆并不
多。从中看到商机的他，2014年和朋
友合伙在蓬江区北郊开了一家东北烤
肉店，赚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江门的
饮食文化很开放包容，人们热衷于尝试
各种新鲜美食，当时店一开，就吸引了
不少人光顾尝新。”郭志强说。

2013年，随着同类型的韩国烤肉
店越来越多，还有烤肉自助餐的兴起，
郭志强的东北烤肉店也逐渐冷淡了下
来。为了扭转店里的经营状况，他灵机
一动，在原有烤肉店的基础上引入东北
烧烤特色，丰富菜品口味，吸引顾客。

“刚开始也是不行，没想到坚持了几个
月后，生意一点一点好了起来，客流量
翻了倍，从以前一晚上的百来人，到后
来一晚上有两三百人。”郭志强说。

2014年，看着烤肉店的生意越来
越火，郭志强在海逸城邦商业街中心广
场开了第一家仓库烧烤吧（当时名为东
北旺）。烧烤店以特色东北肉串为主
打，所用到的牛肉、羊肉、鸡肉、猪肉等
原材料均来自东北，冷链运输配送，确
保食材的新鲜度和口感。由于品质好，
开店这些年来，郭志强积累了不少老
熟客。有了客源基础，郭志强又陆续
在蓬江区白石大道和江海区东海路开
了分店，并把老家的亲戚朋友也带到
了江门，帮忙照料店里生意，一起创业
致富。

近期，哈尔滨冰雪旅游持续走红，也
带旺了郭志强的烧烤店生意。“最近好多
熟客到店里消费，都会问我们东北的旅游
景点、风土人情、特色美食，这让我们感觉
家乡真的火了。”为了招呼顾客，郭志强还
从东北买来了全网超火的冻梨，让顾客在
江门也能体验到当地的美食文化。

在江门生活十多年，郭志强早已视
江门为他的第二个家乡。近些年，他逐
渐发现江门的东北菜馆多了起来，在他
的烧烤店附近，就有几家东北老乡开的
餐厅，他高兴地说：“江门是创业者的宝
藏地，希望越来越多人认识、了解这座
城市，也欢迎东北老乡到江门旅游、生
活、工作。”

郭志强：江门饮食文化开放包容

董丽梅董丽梅（（左一左一））
郭志强郭志强 乌昕辉乌昕辉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倩婷 吕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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