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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18日电 利民之
事，丝发必兴。

今年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
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
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企业信息变
更“一件事”、信用修复“一件事”、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教育入学“一件事”……
一件件关乎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
小事，实现了从“多部门来回跑”到“一件
事高效办”。

截至目前，这一政策的落地效果如
何？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满意度、获得感
是否有所提升？将过去企业群众要跑多
个部门办的事，集成还原为“一件事”，背
后蕴藏着怎样的政务服务改革深意？新
华社记者进行了走访调研。

清单持续扩容
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

在北京市西城区政务服务大厅，北
京星宜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融街店店
长赵鹏正忙着为新开的分店办理手续。
原本以为要去好几个窗口、跑好几趟手
续，没想到工作人员告诉他缺少的一份
材料回去可以在线提交，证照过几个工
作日就能拿到。

“一趟下来就能拿到新的营业执照
和经营许可证，真是太省心了！”赵鹏说。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是今年年初
“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提出的第一批重
点事项。

第一批事项共计13个，包括企业信
息变更、开办运输企业、开办餐饮店、水
电气网联合报装、信用修复、企业上市合
法合规信息核查、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企
业注销登记等8项与经营主体办事相关
的事项；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社会保
障卡居民服务、残疾人服务、退休等5项
与个人办事相关的事项。

“这些都属于高频、面广、企业群众
反映问题多的事项。‘一件事’改革以破
解办事梗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着
力点，从最关键的问题抓起、最基础的环

节做起、最明显的短板补起、老百姓‘最
怨最烦’的难事干起，有助于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孟庆国说。

在重庆市江北区，市民梁一新和记者
分享了她给两个孩子上户口的经历：“生
老大的时候，我们为了给娃儿办证件，要
在地图上搜这些办事机构的地点，一个个
问怎么办，现在给老二办就方便多了！在

‘渝快办’平台上点‘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所有的证件都办好了，还能邮寄到家。”

今年10月，重庆市在此前的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基础上新上线了2.0 版
本。新生儿父母可“一站式”申请联办出
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证等10个事项，
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据了解，首批推出的 13 个“一件
事”，有不少来自各地区各部门探索成熟
的工作实践。如今将这些事项在全国层
面推广，既是各地政务服务改革成果的
集中展示，也能够促进各地互学互鉴。

今年7月，在第一批13个事项落地见
效的基础上，企业迁移登记、就医费用报
销、申请公租房等8个重点事项对外公布。

“政策明确各地区各部门逐年推出
一批重点事项，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年年推进、事事有
成，定能实现积小胜为大胜。”中国人民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说。

以“一件事”为牵引
政务服务更高效

上海心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唐小
惠最近刚办完公司法定代表人信息变
更，本以为手续繁琐，没想到在“一网通
办”系统上海企业登记页面完成法定代
表人信息变更后，没多久再打开公安、税
务、人社、公积金等相关操作页面，发现
相关信息已经自动更新了。第二天，她
还接到了开户银行的电话，被询问是否
需要变更企业账户信息。

“一处变更、多处联动”，便捷高效的
服务背后，是后台数据的打通，更是以

“一件事”为牵引形成的跨部门、跨层级、
跨区域办事流程系统性重构。

从企业群众视角出发，政务服务重
心向企业群众“需求侧”转变——

“要及时共享至地方食品经营许可
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消防
监督管理系统等，相关部门不再重复采
集”“从企业视角出发，将企业登记信息变
更后的跨部门、跨层级事项变更进行同步
办理”……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八
部门发文，要求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
行政效能，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

“从2024年重点事项清单涉及责任
部门看，有的事项需要五六个部门配合，
有的需要七八个部门配合，有的需要十
几个部门甚至相关企业配合。”孟庆国
说，将一件件具体的事项作为切入点，通
过对传统审批流程重构和模式创新，倒
逼审批流程优化，牵引行政体制改革，以

“小切口”解决政务服务改革中的问题，
从而实现政务服务效能大提升。

破解多个“门”、多张“网”，推动政务
服务全国“一盘棋”——

助企惠企服务专区、民生保障服务
专区、“跨省通办”服务专区、生育服务专
区……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数十个主
题服务专区一目了然，31个省（区、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46个国务院部
门平台的政务服务在这里纵横贯通，构
建起了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

业务不协同、系统不互通、数据不共
享、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一度是困扰政务
信息化建设的“老大难”问题。

“‘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提出全面
加强政务服务渠道建设，统筹‘一门’‘一
网’‘一线’三种渠道，推动‘不打烊’的政
务服务全覆盖、常态化，有助于系统破解
跑多个‘门’、上多张‘网’等问题，推动部
门协同、数据共享。”马亮说。

强化机制建设
促进政务服务“三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
清单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促
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完善覆盖全国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

如何促进政务服务“三化”、进一步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

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的有机结合至
关重要。围绕前两批重点事项清单，国
家层面组织具备良好基础的地区集中探
索可行方案，各地也在同步部署、积极探
索，大胆创新、试点先行。

南京整合市场监管、税务、人社等
多部门信息，在江苏省率先推出企业
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青岛以政府
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试点为契机，在
山东省率先推行公租房从资格申请到
配租入住全业务、全流程“一件事”一
网通办……

“要加快总结各地各部门的经验做
法并形成相对标准的规范操作方案，加
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同时也要结合
地方实际，尊重企业群众的需求偏好，避
免‘一刀切’。”马亮说。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政务服
务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政务
服务改革的不断深化，折射的是为民服
务的初心。

开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人专
窗提供兜底性服务；建立“微笑指数”评
价体系，提升政务服务软实力；提供周末
延时服务，解决“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
办”的难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政务服务的温度在不断提升。

“落实好‘高效办成一件事’，既考验
各地的标准执行、数据共享、新技术应用
等‘硬件’条件是否到位，也要看各地领
导干部对政务服务的认识和工作人员素
养等‘软件’条件是否到位。”北京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教授黄璜说，只有“硬件”和

“软件”都得到保障，才能真正高效办好
每一件政务服务“小事项”，实现为人民
服务的“大目标”。

撬动政务服务效能大提升
——“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落地观察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国家邮政
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1月17日，我国
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

17日下午，在国家邮政局中国快递
大数据平台的大屏幕上，不断滚动的数字
弹出了“150000000000”的超长字符。
这第1500亿件快件，是极兔速递揽收的
一箱花牛苹果，由甘肃天水发往重庆，一
位消费者从拼多多平台下了这一单。

今年以来，我国快递市场保持繁荣
活跃，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加快推进产
业升级、拉动生产消费，为更好提高经
济运行效率、畅通实体经济循环作出重
要贡献。

快递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得益于
宏观利好政策驱动。多部门多地区发布
扩内需的支持政策，以实施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为契机，不
断丰富消费场景，开拓下沉市场，巩固了
当前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带动了快递
业务量强劲增长。与此同时，得益于日
益完善的顶层设计、高效通达的服务网
络、智能科技的广泛应用，快递企业持续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布局无人车、无
人机、智能分拣等先进技术设备，行业运
输转运能力日益增强，网络体系逐步完
善，服务效率和质量也得以有效提升。
如今，小到针头线脑、柴米油盐，大到农
机配件、冰箱彩电，消费者只需在手机屏
幕上轻轻一点，快递小哥最快当天便可
送达。一件件包裹穿梭于东西南北，编
织出一张物畅其流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我国快递年业务量
首次突破1500亿件

11月18日，中国海军首艘风帆训
练舰“破浪”号抵达香港，进行为期2天
的技术停靠。

停靠期间，任务官兵将参观驻香
港部队展览中心“梦起东方——中国
梦·强军梦·香江卫士”主题展览。“破

浪”号将组织舰艇开放活动，供香港市
民参观。

新华社发

中国海军首艘风帆训练舰技术停靠香港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记者
18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全国纳税
信用年度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全
国守信纳税人达4127万户，比2023
年增加378万户，其中纳税信用最高
等级A级纳税人数量近335万户，比
去年增加45.6万户，诚信纳税企业数
量稳步增长。

为更好推动企业养成诚信纳税自
觉，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新版

《“走出去”税收指引》，将涉税服务事
项由原来的99个扩充至120个，并更
新了2021年至2024年生效的税收政
策文件及税收协定有关内容，帮助企
业更好适应国内外税收环境新变化，
做好税务合规管理。税务部门还充分
运用税收大数据，对企业合规情况进
行风险扫描，帮助纳税人及时享受税
收优惠、纠正政策执行偏差、规范税费
申报，防范化解各类税费风险。

我国诚信纳税企业数量稳步增长

为抢抓“三通道”历史机遇，新会
区 正 全 力 谋 划 项 目 建 设 ，打 造

“153060”（即新会区各镇 15 分钟内
上高速；新会城区与区域所有乡镇实
现30分钟联通；与粤港澳大湾区中心
城市实现60分钟联通）出行生活圈。
同时，新会区积极做好公路项目的储
备谋划和港口航道的谋划；加快编制
推动八镇互联互通新会区大泽、司前
两镇交通专项规划方案。此外，新会
区还积极开展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互
联互通、珠江口西岸一体化建设、区
镇经济一体化等专项交通研究，与大
桥经济、低空经济、镇级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等工作紧密衔接。
为加快对深圳、珠海、香港、澳

门经济外溢的承接，构建黄茅海跨
海通道顺畅、便捷、高效的公路集
疏运网络，新会区正加快推进道路
提质升级，进一步构建西联黄茅海
跨海通道赤溪东出入口、东接江门
大道南延线的东西向联系大通道，
全面辐射深江经济合作区，加强新
会重要经济节点，包括重点城镇、
产业园区、开发区、港口等与黄茅
海跨海通道的衔接，为新会现代化
产业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支持与保障。

上接A01版

“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实施
专精特新企业倍增计划，力争今年实
现新增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累
计超850家的目标。”市工信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

向全国展示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江门方案”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深入推进，除了走“专精特新”之
路，数字化转型也成为关系中小企业
生存和发展的必答题。

今年中博会期间，还同期举办了
中小企业数字化“链式”转型活动，发
布广东“链式改造”实践成果、解读转
型模式、展示案例做法。其中，江门
入选成为广东“地方政府推动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的三个地市案例之一，
江门企业广东兴艺数字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入选“中小企业实施‘小快轻
准’数字化改造”典型案例。

城市和企业成为典型案例，背后
映射出的是近年来江门大力推动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持之以恒。在中
博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题展上，占
地面积200平方米的数字化转型江
门馆，向全国展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的“江门方案”。

早在2018年，江门便成立了全
省首个地级市工业互联网联盟，在越
来越多企业意识到“智能化改造不是

选择题而是必选项”的背景下，江门
着手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更多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从2021年起，江门每年安排工业
互联网发展专项资金2000万元，支持
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对符合条件的
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产业集群
试点等给予补贴，更结合“链长制”的实
施，走出一条“链式”改造的特色路径，
推动金属制品产业链、造纸产业链转
型案例先后入选2022年、2023年全国
中小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

2023年，我市印发《江门市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年）》，进一步完善蓝图规划，提
出力争到2025年打造5个省、市级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项目，培育80
家工业互联网产业标杆企业，累计推
动超过2200家规上工业企业运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实施数字化转型。同
年11月，江门成功入选广东省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

据了解，我市已组织对近700家
企业进行免费数字化诊断，遴选近
90家服务商的330款“小快轻准”产
品，为企业转型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
务；同时，还探索共育数字化转型人
才新模式，已共同培养数字化人才超
200人。目前，我市已建立起“政府
—数字化牵引单位—企业—金融机
构”四方对接协作机制，多渠道为企
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融资支持。

上接A02版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财政
部18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981
亿元，同比下降1.3%，扣除去年同期
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
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
殊因素影响后，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从单月数据来看，10月份，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5%，全国
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8%。

“可以看到，10月份，财政收入
增速达5.5%，单月增幅继续回升；当
月税收收入运行也呈现一些积极变
化，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中国财政
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表示，财政收
入数据的变化，体现了经济运行回升
势头增强。

分中央和地方看，今年前10个月，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2482亿元，

同比下降3.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收入102499亿元，同比增长0.9%。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10个月，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1465亿元，同
比增长2.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32658亿元，
同比增长7.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188807亿元，同比增长1.8%。

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落实积极的
财政政策，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大
对基本民生和重点领域的经费保障，
保持财政支出强度。从主要支出科
目看，今年前 10 个月，教育支出
32573亿元，同比增长1.1%；科学技
术支出7421亿元，同比增长1.1%；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4931亿元，同比
增长5.1%；城乡社区支出16462亿
元，同比增长 6.6%；农林水支出
19967亿元，同比增长10.4%。

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增长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