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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行政服务中心，税务窗口工作人员在为市民服务 摄/李显彦

“完全没有想到，就跑了一趟行政
服务中心，事情都搞定了！”

说这话的是落户渝北空港工业园
区的一家外地企业——安徽新科躁声
与握动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法人
代表汪滨。

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的目的，不就是
为企业和居民办理相关事务提供一站
式服务吗，汪滨为啥有这样的感慨？

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多年来，政
府的各项行政审批权限分布于各个部
门，企业办理行政审批相关事项，需要
前往各部门，按程序依次分别办理。10
多年前，各级政府开始设立统一的行政

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各类审批服务事
项。但是，不同的审批或备案事项涉及
不同部门，有的业务还相当专业，行政
服务中心的人员有时只能现场接件，再
送到相关部门内部科室办理。

先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挂号”，再
回到各个部门去完成审批，这种现象被
称为行政审批的“体外循环”。其带来
的弊端，渝北区感受尤甚。作为全市开
发建设的重要区域，该区每年仅建设领
域审批服务事项办件就高达1万件以
上。流程繁琐，效率低下，企业和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疲惫不堪。对企业而言，
用地、环评、施工许可证等审批，任何一

个程序“卡壳”，整个项目落地和开工建
设就会受影响。

打破“体外循环”，切实提升办事效
率，渝北区在审批机构上进行了一次创
新——所有具有审批职能的部门都设
立审批科，本部门所有的审批职能全部
调整到审批科行使。审批科不在本部
门内办公，而是集中到行政服务中心的

“大审批科”里进行集中办理审批事宜。
“在我们行政服务中心里，有一个

大审批科，里面有数十个小审批科，所
有的审批都由这些审批科科长说了
算。”渝北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大审批科内，渝北建立

起联合审批制，对一些需要多部门审批
的项目，分阶段分别由相应单位牵头，
设立综合受理窗口，由阶段牵头部门组
织相关部门审批科进行联合审批，然后
由各部门并行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审批科长通过授权书得到充分授
权，一半以上的事项具有终审决定权，
可以在行政服务中心依法依规“当场拍
板”，由此带来审批效率大幅提升。比
如安徽新科躁声与握动技术有限公司，
把相关环评资料交到渝北区行政服务
中心工程建设项目综合受理窗口后，区
生态环境局审批科科长邹莹立即组织
现场审批，对其中需要修改的指导其马
上修改，短短几天内，这家公司的TVD
皮带轮自动化生产线项目就拿到了审
批手续。

通过对科长充分放权，切实打破行
政审批“体外循环”，优化营商环境中类
似的体制机制创新之举，在渝北区还有
很多。

拿“一件事一次办”来说。企业或
市民需要办理的事项，通常涉及到多项
审批或者备案，对应到多个政府部门的
职能职责。例如，你要开办一家药房，
需要申办《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再去办理营业执照、税务
登记证、卫生许可证、健康证等，前后涉
及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税务、社保、消
防等部门。

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的初衷，在于从
地理空间上集聚政府多个部门的工作
职能，各个部门在此设置窗口，让企业
或市民在一个大厅里就走完全部流程，
不用东奔西跑。

但是，各个职能窗口对于行政审批
事务各个环节的分工，经常会让创业者
一头雾水。要熟悉这套办事流程，他们
通常要事先做功课，或者现场咨询。行
政服务中心也通常要设置“引导员”这
样的专门岗位，或者印发办事流程表，
让创业者“按图索骥”，依次走完所需的
全部办事窗口。

为啥不能设置一个窗口，让办事的
人一次性“搞定”？去年，渝北区对窗口
功能进行优化设置，对服务流程进行再
造，在行政服务中心的企业开办、建设
项目、税务服务、公安服务、婚姻登记、
社会事务、交通运输等7个领域，分类推
行“一窗综办”服务模式，划分窗口受理
区和审批服务区，实现了“前台综合受
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简
而言之，你在一个窗口递交一份资料就
了事，至于各个政府部门的分类依次审
批，是他们内部的事，他们自行去解决。

“2020年，渝北区承接市统筹‘一件

事一次办’套餐26项，并推出区统筹‘一
件事一次办’套餐13项。套餐涉及的高
频事项包括开医疗器械公司、药房、理
发店、健身房、服装店、书店及餐饮店
等。”渝北区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一件事一次办”，提升了政府部门
的行政效率，也大大提升了企业和市民
办事的便捷化程度。“前一段时间，我因
为开药店的事情来办手续，本以为要一
个多月才能办完，没想到这次来只花了
15天。”市民简女士介绍，原本需要依次
跑市场监管、税务、社保、消防等多个窗
口，现在一个窗口就能办完，办理环节
也从4个减少到了1个，申请材料也只
需要提供1份。

让营商环境“好上加好”
今年渝北政务服务推出六大新举措

打破审批“体外循环”

一件事一次办

创新软服务
做靓硬指标

在2020年的
政务服务诸项关
键指标上，渝北区
取 得 不 俗 成 绩
单。营商环境好
不好，首先要看政
务服务的水平和
能力高不高。一
揽子“硬指标”，背
后折射的是渝北
区优化营商环境
中倾力打造的“软
服务”。

加强事项规范管理，推动流程优化再造。一是动态
维护、及时完善政务服务项目库，对事项承接办理
运行情况开展自查评估，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

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度。二是继续推动流程优化再造，主动
对标，加大减时限、减材料、减环节、减跑动力度，提高办事指
南的精准度、可用性，服务时限压缩80%以上。三是进一步
提升标准化建设水平，完善明细规范，加大标准化成果推广
应用，坚持以标准化促进审批服务规范化。

强化服务窗口建设，提高实体大厅运行效率。一
是推进部门审批职能整合、项目进驻、审批授权及
人员入驻，落实首席代表责任制，全面推行集中服

务、集成服务。二是大力推行分领域“一窗综办”服务模式，
各分中心和镇街、村社区两级中心全面推行综合窗口受理。
三是优化提升“一站式”服务功能，持续推进三级服务中心新
建和改扩建，完成区行政服务中心搬迁入驻。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一网通办”质量。
一是积极配合促成更多部门业务专网通过对接、融
合、数据交换等方式，将政务服务数据资源汇聚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二是提升网上办理深度，推动事项“应
上尽上、全程在线”，加强电子证照归集，电子印章、电子档案
推广应用，落实证明类材料在线申请、开具和应用。三是加
强“渝快办”宣传推广，加大移动端、自助端、小程序推广应
用，提高网上注册、网上申报、网上办理、全程网办比例。

坚持创新引领，努力为企业和群众办事增便利。
一是深化“一件事一次办”、全渝通办、跨省通办、
区内通办、政邮合作等创新服务，继续推进流程优

化、表单整合、业务协同、数据共享。二是创新便民举措，高
标准打造行政服务中心24小时自助服务区，全面推行扫码办
事、预约服务、延时服务、自助服务、快递服务，在区行政服务
中心、配备专人开展咨询引导服务。三是进一步优化公共服
务，推动服务事项向基层延伸，扩大“就近办”事项比例，采取
上门服务、帮办代办等方式。

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提高审批质效。一
是商事制度改革方面，对涉企经营许可实行清单
管理，简化企业注册登记手续。二是全面落实建

设项目审批改革实施方案，探索重大项目技术审查与行政审
批适度分离制度，推行工程项目分级分类管理。三是改进优
化办税服务、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车辆管理和出入境审
批，为市场主体提供一流优质服务。

着力监管和服务能力建设，大力提升管理效能。
一是认真落实信息公开、一次性告知、首问责任、
告知承诺、文明服务等制度，提升窗口服务效率。

二是通过值班巡查、电子监察、三方评估、投诉处理、督查通
报，全面推行“好差评”等，加强对三级中心运行监管。三是
深化优质服务竞赛和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升窗口服务形
象，建成全市一流行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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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从制度
设计的层面来优化办事流程、提升办事
效率，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或许会
遭遇一些想象不到的难题，怎么办？

以老年人上网办事为例。家住渝北
区回兴附近的张大爷今年65岁，一直还
在用老年机，对于年轻人习以为常的便民
科技，他都不会运用，办事必须由子女陪
同。事实上，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
他们被“数字鸿沟”隔绝在现代化之外。

数字时代不能落下老年人，优化营
商环境，岂能遗忘这样的群体？为此，
以行政服务为契机，渝北区着手消弭

“数字鸿沟”。该区专门为老年人打造
设置了线下办事渠道，提供人性化、个
性化服务，可谓温情满满。

例如，在行政服务中心，渝北区专
门设置了导引台，安排专职人员为老年
人提供取号、填表、复印、自助查询打印
等服务。有些老人手机上有相关软件，
不会运用，代办人员便会全程手把手帮
忙操作。

针对用老年机的老人，又会采取其
他相应方式。老年人在办理养老金领
取、待遇资格认证、户籍办理等业务时，
办理前后都会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追

踪，确保事情办好办妥。
此外，渝北区还为老人推行了日常

业务“就近办”、重要事项“一窗办”，以
及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等
举措。并在办事大厅设置“无健康码通
道”，对不使用智能机的老人，以造册登
记作为通行凭证。

同时，渝北区还推出了“就近办”服
务，涉及社保、医保、民政、户政等日常业
务，实现“全区通办”，老年人在其居住地
即可进行就近办理。如果老年人行动不
便，渝北区还专门提供“上门服务”。

去年以来，渝北在全村、社区全面

实行服务事项代办帮办，特殊情况上门
服务，全年代办47.6万件。

行政服务中的人性化、个性化，又
如自助服务、预约延时服务、代办服务、
快递服务等。以自助服务为例。目前，
渝北区行政服务中心已经设置了6个自
助服务区，其中1个24小时自助服务，
内容包括公安服务、不动产登记、社保
和政务服务查询等业务。

又如，渝北区鼓励服务下层，将户
籍管理、个体户开办、城市道路占用开
挖等下放基层站所办理，区医保局在区
医院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城区9个
派出所全面推行综合窗口，实现134项
业务一窗通办。
王彩艳 杨敏 图片由渝北区发改委提供

温情满满的人性化服务

临空智能制造产业园

审批承诺时限比法定时限减少77.1%

审批材料比市级模板减少19.03%

即办件比例提升到43.09%

服务事项进驻服务大厅比例为91%

可在网上办理的事项比例高达91.7%

群众满意率保持在97%以上

平均跑动次数降低到0.33次 审批事项终审权授权率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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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