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宁 “一网通办”： 家门口的速度与温度

聚焦放得更开
审批跑出加速度

新业态扩张的效率， 是许多人了

解上海长宁的一扇窗。 依托 “一网通

办” 平台， 长宁区全面压减审批承诺

办理时间 、 申请材料 、 跑动次数和

环节。

企业规模扩大后， 每增加一个网

点， 就需要一定时间办理证照， 简化

登记流程和材料是企业的诉求。 近年

来长宁区试点在注册登记领域实施

“一照多址” 和 “一证多址 ” 改革试

点， 实现 “一张营业执照、 多个经营

地址、 一次行政许可”。 “一照多址”

的创新大大节省企业办理营业执照时

间， 同时简化办理流程和材料， 为推

进注册登记便利化改革进一步松绑清

障。 “一证多址” 打破了食品经营许

可 “一地一证” 概念， 为企业快速扩

展门店业务提供便利。

政府服务好不好 ， 企业最有发

言权 。 对大型连锁企业来说 ， 每增

设一家经营网点都意味着相应证照

的办理要与门店装修 、 商场规划抢

时间 。 而数量庞大的连锁门店证照

管理也十分复杂繁琐 。 得益于 “一

照多址 ” 试点 ， 知名服饰连锁品牌

Tommy Hilfiger、 ESPRIT 大大加快了

扩张步伐。

目前， 长宁区已有上海安鲜达物

流科技有限公司、 思亲肤化妆品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 博世 （上海 ） 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一照多址” 试点

企业 30 家 ， 区内区外备案的分公司

和非经营性网点共 219 个。 上海便利

蜂商贸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获批本市

“一证多址” 食品经营许可证。 此外，

长宁区还首次提出营业执照、 食品经

营许可证、 酒类零售许可证等的 “一

照两证” 联办举措 ， 对一些高频度 、

易联通的企业申请事项将实行合并受

理、 同步审批， 进一步推进食品经营

许可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进一步强化 “减证便民” 改革力

度， 长宁区还试点了 “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 率先在区司法局等 6 部门的

21 项证明材料实施告知承诺制。 试点

期间， 区司法局 61.5%的行政许可事

项和 100%的行政检查事项以告知承

诺制办理。

追求便捷精准
高效办成一件事

以 “用户中心” 理念引领流程优

化再造， 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 长宁

区推动 10 个原先未开设对外服务窗

口的部门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开设跨部

门综合窗口， 一口受理 140 项审批业

务 。 以 “套餐式 ” 线上线下协同服

务， 实现一网通办、 一窗受理、 一表

申请、 一次办成， 以流程再造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

区行政服务中心里藏着大 “乾

坤” ———这里有全市首个专为开办饭

店而设的 “餐饮综窗 ”、 “既有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综窗” 等一站式服务特

色窗口。

“真没想到， 才 5 天就搞定了开

业所需所有证照 ！” 南京超级泰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云芳难掩兴

奋。 之前她办理过多次开饭店手续 ，

“拿证起码要 20 多天， 有时还要耽误

开业， 长宁区提供的 ‘一条龙’ 服务

大大减少了我们的办理成本。”

从注册到开业， 以往申办餐饮类

企业要提交数十份申报材料， 今年 7

月底正式运行的 “餐饮综窗” 将原先

涉及市场监管、 消防、 环保、 绿化等

多部门的申报表格合成

一张表 ， 办事企业

用手机扫描二维

码即可实现移

动 端 填 报 ，

表单信息自

动录入区级

管理平台 、

自动分 发 ，

各业务审批

部 门 在 线 同

步 收 、 同 步

审 ， 避免重复填

报和提交 。 同时 ，

通过对接上海电子证照

库 ， 窗口可直接调用电子

证照信息在线比对、 校验，

有效减少了 70%的申报材

料重复提交 。 截至目前 ，

已有 109 家企业通过 “餐

饮综窗” 获得证照。

针对老小区居民加装

电梯意愿强烈 、 但苦于办

理手续繁琐的情况， 今年 9

月底 ， 长宁区又率先开设 “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综窗 ”， 一窗开

展宣传、 咨询、 受理加装电梯申报和

审批。已完成立项批复 6 件、核发规划

许可证 5 件， 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3 件。

这个月， 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设

项目综窗增设了企业不动产登记业

务， 企业一改原先先跑行政服务中心

申请建设项目立项批复、规划许可、竣

工验收、土地核验，再跑区不动产登记

事务中心申请办理权属登记的繁复

流程 ，如今实现了 “一窗咨询告

知”，全流程环节“一企一档”，

减跑动 、减材料的 “一条龙 ”

服务让企业获得感满满。

创新科技赋能
为民服务零距离

“找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便利 ，

我们小微企业为高效、 贴心的服务点

赞！” 上海创司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负责人陈航燕从区人社局两位工作人

员手中接过 “送货上门” 的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证， 成为长宁区首家实现该

证全程网办的企业。

以往企业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证要经过 6 项流程 ，

最少需要 30 个工作

日 ， 区人社局依托

“一网通办 ” 平台 ，

创新探索 “网上审

核 ” “预制证 ” 模

式 ， 打造 “移动窗

口”， 让企业一次也

不用跑。

老小区遇上人

工智能会产生怎样

的火花 ？ 北新泾街

道打造的 “AI +社

区 ” 提供了一个样

板———依托 “一网

通办 ” 设置智能自

助终端 ， 立足社区

工作实际 ， 精准对

接 居 民 群 众 新 需

求 ， 推 出 “零 距 离 服

务清单 ” 。

“零距离 ” 的背后源于科技赋

能， 北新泾街道在社区管理的终端末

梢———居民区推动社区服务线上线下

深度融合， 持续提升社区居民办事的

便利度、 体验度和满意度。

居民办理社区事务还有哪些难点

和堵点？ 北新泾街道针对白

领 、 白发 “两白 ” 群体的

需求 ， 以 “多走网路 、 少

走马路 ” 为核心 ， 设立居

民区便民服务 （延伸 ） 点 ，

构建服务时间向 8 小时以

外延伸 、 服务形式更多元

化转变的新局面 。 目前 ，

接入 “一网通办 ” 门户的

188 项 “零距离服务清单 ”

可通过街道综合信息平台

进行 “网上预审”， 月均预

受理 300 件 ， 其中 40 项社

区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 。

北新泾派出所将 “综合窗

口 ” 延伸接入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 ， 为居民 “一

窗 ” 办理户政 、 交通 、 出

入境等 51 项政务服务事项，

真正实现社区事务就近办 、

马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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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总部位于北京的生鲜电商企业， 公司 2018 年 6 月落户长

宁区， 这是全国唯一的地区总部。 正是长宁区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区市

场监管局 “一照多址” “一证多址” 等新政策吸引我们把 “家” 安在

这里， 目前我们在上海有 41 家门店。

对互联网+企业来说， 抢占市场很重要， 在大规模开店的过程中，

如果每家门店都要重新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将耗费大量精力。 按照

以往流程， 门店装修完成、 设施设备到位后才能提交材料， 待现场核

查通过、 审批流程完成后才能拿证， 从提交材料到拿证需要 10 个工

作日。 从企业的角度， 最好的节奏是 “我准备好开业， 审批也过了”，

长宁区 “一证多址” 政策让审批变得更快更便捷， 帮助我们更快收回

成本。

此外， 我们企业的特色之一是城区分选点、 社区配送站， 即 “前

置微仓”， 随着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 上海百余个前置仓的证照办理

也是不小的挑战。 就在我们焦头烂额之际， 区市场监管局及时送来了

“一照多址” 政策。 由于我们的前置仓属于新业态， 政府部门做了许

多工作寻找法律依据， 最终认定前置仓属于 “一照多址” 网点登记类

型中的 “非经营性网点”， 可纳入试点。 短短一周内， 100 余家网点

全部完成了备案， 一举为我们解决了证照办理难题。

对住在老旧多层住宅的老年人来说， “上上下下” 不是享受， 而

是受罪 。 加装电梯是好事 ， 却也是一件兼具专业性和复杂性的难

事———它所经历的意愿征询、 资金分摊、 行政审批、 运维保养， 个个

都是难关， 要想做好加装电梯工作， 每个环节都要各司其职， 还要协

调好彼此的关系。 对于居民来说， 即便大家有意愿， 流程怎么走、 要

准备哪些材料， 都是一头雾水。

今年， 长宁区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全市首个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综合窗口， 在这个窗口能 “一门式” 办理加装电梯的申报和各项审

批业务， 流程上也大大加快———立项批复与规划许可审批联合公示，

审批时限从至少 33 个工作日缩减至 15 个工作日， 窗口工作人员现场

解答居民的咨询， 消除了大家的困惑。

最近， 长宁路 1600 弄 10 号和 28 号的两部电梯刚刚在 “加梯综

窗” 顺利通过了立项和规划审批， 目前已启动电梯加装工程建设。 这

两幢楼均是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多层公房， 有位家住 7 楼的王老伯

今年 93 岁， 腿脚不方便的他好几年没独自下过楼了。 这两幢楼里还

有不少这样的 “悬空老人”， 他们都盼着电梯早日完工， 能到小区绿

地透透气， 和老朋友们一起晒晒太阳。

一张证照：
把 “家” 安在长宁的理由
上海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政府事务部经理 林志斌

一个受理点：
洋居民、 涉外企业大力点赞
福陆 (中国)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人事经理 杨兴

美国福陆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工程建设企业之一， 2004 年企业落

户在长宁区 ， 目前我们在上海拥有 470 余名员工 ， 外籍员工约占

20%。

我经常需要为外国同事们办理来华工作许可证。 以前， 从我们公

司到最近的位于临空经济园区的虹桥海外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办理，

一来一去要耗费半天时间， 现在步行去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的社区

综合专窗办理只要几分钟， 大大方便了我们涉外企业办事。 拿证的时

间也从以往的 10 个工作日缩短到最快 1.5 天， 前几天我的印度同事

Raghu 拿到了工作许可证， 他欣喜地说： “没想到前天刚申请的， 今

天就能拿到， 上海长宁的办事效率真令人惊叹。”

我的朋友、 英国人 Gary 已在古北国际广场生活了很多年， 家门

口古北市民中心的境外人员服务站、 海外人才荟、 移民融入服务站

“三站合一” 的服务模式给他和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能够在这里

一站式咨询和办理海外人才居住、 出入境证件、 居住证积分、 人才职

称申报等 12 项业务， 其中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境外人员临时住宿

登记 2 项涉外业务能在这里办结。 这里还有热情的志愿者提供各种帮

助。 他说， 古北市民中心就像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他和家人还参加

了这里的书法、 国画、 昆曲等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有机会

了解中国文化， 还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

一个窗口：
圆 “悬空老人” 电梯梦
周桥街道沈南小区居民、 加装电梯领头人 蔡善森

我所在的北新泾街道正全力打造 “AI+社区 ”， 依托 “一网通

办” 政务服务平台， 推出了 “零距离服务清单”， 纳入 188 项社区服

务事项， 线上预审、 线下快速办理的便利模式受到居民欢迎。

我们走访发现， 居民对于办理社区事务的 “吐槽” 集中在： 老年

人觉得跑窗口不方便， 网上办又不太会操作； 上班族网上办没障碍，

却没空去现场递交材料。 为此， 街道以 “多走网络、 少走马路” 为核

心， 设立了覆盖 15 个居委的便民服务延伸点。 居民可前往就近便民

点， 通过高拍仪将图像信息传送至受理中心， 完成预受理、 审核工

作。 我们居委干部也能帮助代办。

新泾六村有很多老年居民， 平时办理最多的就是医保和长护险，

以往总要带着材料跑几次窗口， 现在在小区里的 “爱乐家” 社区事务

延伸点就能轻松办妥长护险申请。 爷叔阿姨们对我说， 去受理中心这

段路有点尴尬———坐公交绕路， 步行要近半小时， 遇上材料不齐还要

跑几次， 老年人吃不消。

“零距离服务清单” 也方便了社区里的 “996 青年”。 小赵是在

临空园区上班的员工， 已符合申请落户条件的他却一直没办理相关手

续， 原来是他总也赶不上在窗口上班时间递交社保缴费凭证， 落户一

事一拖再拖。 偶然看到公众号推送的信息， 他当晚 10 点前往受理中

心， 在自助机上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办理。

一张清单：
居民“多走网络、少走马路”
北新泾街道新泾六村居委干部 朱婉婷

“进博会同款 ” 叩响中国大门 ，

企业多久能获营业执照 ？ “长宁速
度” 只需 2 小时———第二届进博会期
间， 借助 “一窗通” 平台， 区市场监
管局帮助来自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展商
完成了线上审核 、 线下领取营业执
照， 大大方便了企业在展会现场签订
合同。

还是在长宁，宜家购物中心上海临
空项目仅用 3 个工作日获得设计方案
审批，用 6 个工作日获批桩基施工许可
证，整个项目仅耗费 9 天就完成了全部
审批流程，而标准时长需要 48 天。

令人惊叹的速度背后， 源于一个
智慧大脑———“一网通办 ” 网上政务
服务平台。 今年以来， 长宁区紧紧围

绕深化 “一网通办” 应用， 全面推动
审批服务改革创新， 聚焦商事登记 、

市场准入、 社会事业、 民生保障等与
企业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 ， 以更快
的速度 、 更暖心的服务提升政务服
务能级， 便捷、 高效服务企业和人民
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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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古北市民中心海外人才荟。

图 2?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大大方便了“洋居民”和

涉外企业办事。

图 3?2018年 12月，北新泾街道新泾六村两部加装电

梯正式投入使用。

图 4?长宁区行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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