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好“店小二”，积累后发优势
针对企业痛点、难点、堵点，金山区推出优化营商环境十个专项行动

金山区日前颁出全区首张 “一窗

通 ” 营业执照 ， 上海重源宝泾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杨圈表示 ， 距离他在网上

提 交 企 业 设 立 申 请 到 拿 到 营 业 执 照 ，
才花了不到 3 小时 ， 这样高效的服务

实在让他 “惊喜”。

■ 推行 “三个集中”，
提升行政效能

“一窗通” 是金山区正在推进的

“重点领域审批改革专项行动” 的重要

内容， 该专项行动涉及企业注册许可、
社会投资项目 、 不动产登记 、 纳税办

税等多个领域 ， 进一步提升产业项目

的审批效率 。 该区目前已制定和全面

推进 “提升行政效能、 优化营商环境”
十个专项行动 ， 包括行政审批效率提

升 、 重点领域审批改革 、 网上政务服

务深化拓展 、 公共服务中心标准化智

能化改造升级 、 联系服务企业制度化

平台化建设 、 金山工业区 “企业全程

代办服务 ” 试点示范 、 综合监管平台

功能深化与应用拓展 、 社区事务 “全

市 通 办 ” 对 接 落 地 、 政 务 诚 信 建 设 、
效能建设考核评估等。

据 悉 ， 十 个 专 项 行 动 针 对 的 都

是 区 内 营 商 环 境 的 痛 点 、 难 点 、 堵

点 问 题 。 据 副 区 长 刘 健 介 绍 ， 此 次

金 山 区 营 商 环 境 改 革 ， 并 不 是 重 起

炉 灶 ， 此 前 区 里 已 在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在行政审批和政

府服务中 ， 落实好 “规定动作 ” 同时

又 在 认 真 开 展 “自 选 动 作 ” ， 取 得 了

一定成效 。 比如 ： 网上政务大厅建设

方 面 ， 积 极 推 动 审 批 全 程 在 线 服 务 ，
开通 “金山行政服务 ” 公众号 ， 为申

请人提供更加简便化多元化的网上办

理渠道 。
事中事后监管方面 ， 建设事中事

后综合监管平台的同时 ， 配套制定了

《事中事后监管联合惩戒暂行办法》 等

6 个监管配套制度文件。 项目审批流程

改革方面 ， 实施产业项目审批流程再

造， 将 26 个主要审批环节审批时限由

法定时限 392 个工作日压缩至承诺时

限 150 个工作日 ， 提速 62%。 在审批

权限改革方面， 推行 “三个集中”， 实

现 了 审 批 职 能 向 “一 个 科 室 ” 集 中 、
管理向 “一个领导 ” 集中 、 审批人员

向 “一个窗口 ” 集中 。 在行政服务方

面 ， 建 立 领 导 联 系 企 业 制 度 ， 制 定

“1+4+4” 人才配套政策 ， 搭建纳税服

务综合平台等。

■ 各方通力合作 ，当
好“店小二”

事实上，专项行动方案是在原有服

务基础上的完善再造 。 如金山工业区

“企业全程代办服务” 试点示范专项行

动，建立“全程辅导、受托代办”模式，为

企业提供从洽谈、咨询、申请、办理的全

程无偿跟踪代办服务，指导企业提前开

展相关设计、 评估评审等准备工作，协

调解决相关问题 ， 推进产业项目早落

地、早开工、早投产。 专项行动涉及金山

区经委、发改委、审改办 、民政局 、财政

局、市场监管局等众多部门。 各部门通

力合作 ，当好 “店小二 ”，全方位为企业

发展保驾护航。
金山区区委书记赵卫星表示 ， 营

商环境是重要的软实力 ， 也是核心竞

争力 。 处在转型发展期的金山 ， 更要

努力构筑服务企业的 “金山品牌”。 营

商环境的优化是综合环境的营造 ， 不

仅包括行政审批环境的优化 ， 还包含

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 公平公正的法

制环境 、 透明贴切的政策环境 、 优质

高效的服务环境 、 厚德礼尚的人文环

境、 宜居宜游的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
在良好经济发展势头和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的背景下，金山区招商引资工

作成效也非常明显，一批优质龙头企业

相继落地， 去年全区签约项目 198 个，
计划投资总额 114.6 亿元，40 个重点项

目稳步推进，后发优势正在凸显。

■本报记者 薄小波
通讯员 付 婷

■本报记者 钱蓓

■本报记者 张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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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世界第一”，“上海制造”勇立潮头
三年内初步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高端制造承载地、先进技术策源地、创新人才集聚地

聚光、 吸热、 储热、 换热……茫茫

沙漠中将竖立起 260 米高的塔式集热装

置， 它将热量传递到塔下的熔盐中， 用

水冷却熔盐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蒸汽 ，
推动汽轮机产生电力。

这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水电局

光热四期 700 兆瓦电站项目的未来场景

之一， 建成之后， 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

太阳能光热项目。 承担项目总承包合同

的正是来自中国的上海电气集团。 “我

们 就 是 要 在 世 界 门 槛 最 高 的 市 场 打 响

‘上海制造 ’ 品牌 ， 从而引领新能源发

展。” 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郑建华近日

自豪地宣布又拿下了一项 “世界第一”。
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 没

有强大的制造业， 就没有城市的强盛和

繁荣。 而要打响 “上海制造” 品牌， 首

先就要对标国际一流。
光 热 项 目 与 传 统 光 伏 项 目 有 所 不

同 ， 可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发电 。 郑建

华介绍， 在太阳能光热领域， 上海电气

早在数年前就致力于系统研发 ， 同时 ，
还在研发各种新能源技术， 从而降低发

电成本， 提高能源利用率。
迪拜项目采用全球领先的“塔式+槽

式”集中式光热发电技术，其生产的电价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首 次 低 至 每 千 瓦 时 7 美

分，达到了与传统能源相同的电价水平。
该项目是上海电气从传统火电向新能源

转型的标志性项目， 也是上海电气在中

东地区第一个大型的能源总承包项目 ，
对于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开拓市

场以及配置全球资源有着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工业的领导品牌， 上海电

气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2 年 。 公

司创造了众多中国与世界第一， 比如中

国第一套 6000 千瓦火力发电机组 、 世

界第一台 “双水内冷” 发电机、 中国首

台 万 吨 水 压 机 、 中 国 第 一 套 核 电 机 组

等。 而如今， 上海电气则继续在中国制

造中扮演重要角色。
事实上， 上海电气拿下迪拜项目并

不是高质量 “上海制造” 走向世界市场

的孤例。 另一家 “上海制造” 龙头企业

振华重工最近也在打造一项新的 “世界

第一”。 本月初 ， 由振华重工建造的世

界最大 “龙源振华叁号” 2000 吨风电安

装平台进行了全程抬升试验。 该平台由

振华重工自主研发、 设计、 制造， 起重

能力居目前世界同类平台之首。 平台装

备的双钩、 单钩起重能力达到 1500 吨，
可 实 现 大 兆 瓦 海 上 风 机 基 础 的 空 中 翻

身。 完全建成之后， 将成为我国海上风

电作业从浅海走向近海的关键利器。

熟悉这家企业的人都知道， 和上海

电气一样，振华重工同样是 “世界第一 ”
专业户———2004 年，全球首创双 40 英尺

集装箱岸桥；2006 年，建成当时亚洲最大

4000 吨全回转起重船；2008 年， 建成当

时世界单机起重量最大的 7500 吨全回

转自航起重船“蓝鲸”号；2015 年，率先研

发建造超大型岸桥；2017 年，参建的世界

最大单体全自动化码头洋山四期全自动

化码头开港；2018 年，与西井科技联合研

制出全球首台自主无人驾驶集装箱跨运

车等。
振华重工董事长朱连宇表示， 将不

断加强技术创新， 开展数字化的转型升

级， 创新商业模式， 持续探索港口设备

增值服务业务，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全球公司。
据悉 ，到 2020 年末 ，上海制造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产业核心

竞争力明显提高， 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

地位显著提升，实现全产业链整体跃升，
初 步 形 成 若 干 个 世 界 级 先 进 制 造 业 集

群，上海将成为高端制造的承载地、先进

技术的策源地和创新人才的集聚地。
左 图 ： 振 华 重 工 建 造 的 世 界 最 大

“龙源振华叁号” 2000 吨风电安装平台

进行全程抬升试验。
徐金鑫摄

启动全网预约，留学回国金融人才落户受理提速
告别人工抢号，办理时限从一整天缩短至一小时

商城路 660 号 5 楼终于不再像个

菜市场了，前来办理落户事宜的金融人

才三三两两入座大厅沙发，静候前方工

作人员叫号。
今年 2 月 1 日起，上海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人才服务中心金融分中

心启动留学回国人员落户受理业务全

网预约制度，终结了“人工抢号”时代 。
留学回国人员可以通过市人才服务中

心官网或“上海人才”微信服务号预约

取号， 线上窗口提供每个工作日上午、
下午各两个时段的选择， 预约成功后，
按时到现场取号办事就行。

毛嘉伟去年刚从美国芝加哥回国，
在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工作。 他上周五在

线约定办理业务，本周四上午来到窗口，

基本不用等候， 工作人员直接叫出了他

的名字。 他把材料递上去，又核对了原件

和复印件的信息，20 分钟就办完了。
陪同毛嘉伟前来的招商银行上海

分行人事专员孙冬利经历过 “人工抢

号”时代。 “提前一两周来窗口沟通，说

清楚有几个人要办材料，要准备多少东

西，到了约定的那天再来排队。 ”毛嘉伟

说：“那时这地方就像个大型菜市场，黑

压压的人群等着叫号，因为弄不清楚什

么时候能轮到自己，脾气急的人会跑到

前面质问，挤来挤去就更乱了。 ”
“近年来金融领域的留学回沪人

员越来越多， 来我们分中心申办常住

户口的需求不断增加 ， 四个窗口基本

是满负荷运转。” 上海国际金融人才服

务中心主任严骏坦言 ， 过去 ， 申请人

的办事体验不好 ， 为了确保领到预约

号， 他们必须到窗口现场排队 ， 有的

人甚至凌晨就会去排队， “黄牛倒号”
等怪象也一直存在。

市人社局介绍， 为提高办事效率，
改善服务质量 ， 市人才服务中心结合

“人才服务大调研”工作，在梅园路人才

大厦受理点实施全网预约制度的基础

上，针对留学人员全面开展全网预约服

务。 原本需要一整天时间办理的业务，
如今只要一小时就能搞定。 从 2 月 1 日

到 4 月 12 日，通过市人才服务中心（含

金融分中心）全网预约办理落户业务的

留学回国人员已达 5764 人。
“根据窗口接待能力 ，金融分中心

每个工作日放出 20 个预约号， 每周五

放出下周 100 个号， 按照实名制预约、
分时制预约、轮后制预约的原则 ，确保

‘精确定时’。 ”严骏介绍，所谓“轮后制

预约”， 是指没有拿到名额内号码的申

请者自动纳入轮候系统，可以实时知晓

“排队进度”。
金融分中心还开设了金融人才服

务“店小二”专窗，采用“一机双屏”的受

理方式，也就是说，有一块电脑屏幕面

向金融机构人事专员，让后者对材料受

理过程一目了然。
据悉，金融分中心还将定期跟踪评

价在线预约制度的运行效果，不断改进

和完善系统。 市人社局表示，将继续探

索在上海其他人才公共服务项目上推

广网上预约制度，积极为企业和人才在

人才公共服务具体业务经办方面排忧

解难，为金融人才提供“精准、精细 、精

品”的专业化人才人事服务。
右图 ： 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金融

分中心大厅。 钱蓓摄

让业委会“叫得动呼得应信得过”
(上接第一版) 前不久， 西凌一村业委会

收到这样一份 《业委会法治评估结果报

告及法治建议书 》， 对业委会工作 “短

板” 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与西凌一村一样 ， 去年年底 开 始 ，

半淞园路街道 92 个业委会都将定期接受

“全面体检” 并作出 “法治评估”。
目前 ， 街道制定了包括六大 规 范 、

36 条标准的业委会法治评估体系， 既涵

盖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对业委会履职

的要求， 又结合实际运作中易发问题明

确指标。 比如： 针对业委会日常运作中

涉及的日常制度及文书、 业委会换届改

选及变更、 业主大会会议、 业委会会议、
专项维修资金与公共收益使用管理、 物

业选聘及监督六大规范， 评估体系设立

了 36 项具体指标， 哪些做得好， 哪些不

够规范， 都能具体量化。
同时 ， 街道委托第三方邀请 律 师 、

业委会联谊会理事等专业人士组织评估

小组， 通过问卷调查、 查看资料等形式，
对辖区 92 个业委会进行 “体检”， 提出

法律建议。 并根据评估结果， 对业委会

开展星级评选。 首轮评选， 共评出星级

业委会 55 家， 占总数的 60%。
今年， 半淞园路街道将设立业委会

引导资金， 那些星级业委会可以项目形

式申请资金支持， 助推小区各类项目化

治理， 以此激励、 推动业委会规范运行。
经过评估 ， 很多业委会积极 整 改 ，

有的小区业委会已将公共收益转入专项

维修资金账户； 而一些日常制度不够完

善的业委会也主动向五星级业委会 “取

经”， 标杆引领作用初步显现。

做好“加减乘法”，夯实高质量“上海服务”
(上接第一版) 通过流程再造， 开办企

业必须环节由以前的 7 个减少至 3 个，
开办企业时间由 22 天缩短至 5 天。

去年底开始的一场大调研 ， 让上

海政府部门有机会全面梳理并提升制

度 环 境 软 实 力 。 对 标 国 际 最 高 标 准 、
最好水平， 上海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新

高 地 ， 在 “放 管 服 ” 改 革 上 勇 于 做

“减法”， 将该放的权放到离市场最近

的地方， 缩短企业办事全流程所花时

间和费用， 提高办事效率。
大调研要发现 “真问题”， 也要找

到 “真 答 案 ”。 上 海 税 务 部 门 自 我 加

压， 新办企业涉税事项过去要办 3 天，
现在 30 分钟就能办结领到发票； 浦东

新区市场监管局与 “工农中建 ” 四大

银行合作， 为企业提供注册登记服务

的网点拓展到 300 个 ； 上海启动不动

产登记 “全·网·通” 服务改革 ， 办理

交易登记时限将从原来的 41 个自然日

缩至 5 个工作日……
以 “店小二 ” 姿态不断优化营商

环 境 ， 还 要 跨 前 一 步 做 “减 法 ”。 去

年 4 月， 浦东新区先行探索实行上海

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推荐的外籍高层次

人才直接申请永久居留 。 不到一年时

间， 浦东新区上周又发布了人才发展

“35 条 ”， 从 “盯 人 ” 到 “盯 团 队 ” ，
想创业者所想 ， 更授予顶尖人才自主

推荐权， 为其组建科研团队提供强力

支撑。
根据市工商局的数据显示 ， 截至

今年 2 月底， 上海共有各类市场主体

237.43 万 户 ， 其 中 企 业 191.45 万 户 。
目前上海每千人拥有企业 77 户， 居全

国 省 级 行 政 区 划 第 一 ， 已 超 过 伦 敦 、
东京等国际大都市。

乘法： 借进口博览会东
风实现“溢出效应”

今年 11 月，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自去年 12 月启动

招展工作以来 ， 进口博览会筹备工作

进入快车道 。 截至 3 月底 ， 已有来自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1600 家企业

报名参展， 逾 600 家企业签约参展。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上海改革

开放再出发的重大机遇 。 上海正着力

构筑新时代战略优势 ， 全力打响 “上

海服务” 品牌 ， 借助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 “东风 ” 是一大契机 。 记者了

解 到 ， 上 海 已 经 制 定 了 旅 游 、 交 通 、
餐饮、 住宿等近 20 项城市保障工作方

案。 比如， 在距离博览会举办地 3 公

里左右的嘉闵高架桥立交段， S26 公路

入城段正在加紧施工 ， 争取在博览会

开幕前建成通车 。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博览会期间 ， 争取实现展会

场馆餐饮区域九大类 20 个品种食品可

追溯、 全覆盖。 此外， 在博览会期间，
上海海关、 检验检疫 、 商务等部门将

为参展方提供各项便利 ， 并使贸易便

利化成为常态 ， 推动上海对外贸易再

上新台阶。
当 “上海服务 ” 遇上高规格的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 “上海服务 ” 品

牌将不仅使上海受益 ， 更有机会产生

“溢出效应”。 据悉， 虹桥商务区已成

立 “海外贸易中心 ” 和 “长三角国际

贸易展示中心 ” 两大功能性平台 ， 前

者是海外贸易及投资服务机构 、 组织

集聚地； 后者则将打造中国最大的国

别贸易长期展示中心和有高度服务功

能的长三角贸易展示交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