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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办办一一家家企企业业，，33天天办办妥妥手手续续
减少跑腿次数缩短跑腿距离，我省力推“一次办好”改革

今后，企业和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在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从提交申
请到获取办理结果，政府将提供“店小二”“保姆式”服务，实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不论见面不见面、跑腿不跑腿，线上线下都要实现“一次办好”。6月20日下午，省政府新
闻办举行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推进“一次办好”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情况。

本报记者 崔岩 廖雯颖

着眼点从“跑”
转变到“办”

近日，山东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一
次办好”改革深入推进审批服
务便民化实施方案》。据了解，
这是2018年5月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入推
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
见》后，地方上出台的首个实施
方案。

何谓“一次办好”？《方案》
明确，“一次办好”就是“一次办
结，群众满意”，主要是以企业
和群众办好“一件事”为标准，
进一步提升政府效能。以“应办
即办”为原则，“说办就办”为承
诺，“一次办结”为目标，“办就
办好”为理念，倒逼各级各部门
各单位更新观念、转变作风、优
化服务、提升效能。

此次改革，着眼点从“跑”
转变到“办”，重心从放和管
到更加重视优化服务，目标
从“办结”提升到“办好”，范
围从依申请的政务服务扩大
至政府全部行政行为，从深
度和广度两方面拓展了改革
的范畴。“各级政府要按照

‘一次办好’的理念，主动为
社会提供全面、准确、具体的
政务信息，最大程度、最大范
围普及公共服务，全面接受
社会监督。”省编办、省职能
办副主任刘书伟介绍。

据了解，为确保改革任务
落实，山东省委、省政府专门选
取了营商环境的核心指标，并
着手开展了首次营商环境评
价。目前已对全省17市营商环
境评价，相关评价结果将在不
久后发布。

9月底前“一次办好”
事项全覆盖

据介绍，围绕深化“一次办
好”改革、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
民化，山东安排部署了6项重点
任务和11项具体举措。其中，6
项重点任务是改革的主体。即：
公布“一次办好”事项清单、健
全“一次办好”服务网络、创新

“一次办好”服务模式、推行“一
次办好”集中审批、完善“一次
办好”服务标准、强化“一次办
好”信息支撑。

“省市县都要以清单形式
公布‘一次办好’事项，是此次
改革最直观的体现，对企业和
群众而言，既是告知也是承
诺。”刘书伟介绍，7月底前将公
布第一批“一次办好”事项清
单，9月底前再公布一批，实现

“一次办好”全覆盖。
政务热线“一线连通”，除

110、119、120等紧急类热线外，
其 他 热 线 原 则 上 全 部 实 现

“12345”一号呼叫，10月底前完
成各类热线服务资源、政策咨
询和投诉举报等主要社交平台
与政务服务平台的数据对接、
服务整合。

“要让各种类型的服务站
点无限接近企业和群众家门
口，不仅减少跑腿次数，还要缩
短跑腿距离。”根据部署，依
托济南市政务服务大厅将建
设省级政务服务大厅，8月底
前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加快
推进村级便民服务点和网上
服务站点建设，逐步推动居
民身份证、驾驶证、出入境证
件、医保社保、住房公积金等
便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
近能办”。

与此同时，山东下一步还
将推行“一次办好”集中审批，

在市县和市属省级以上开发区
依托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建立行
政审批服务局，把分散在不同
部门的审批服务事项集中到一
个部门，提高服务效率。

5个工作日内
完成不动产登记

推进“一次办好”改革，最
终目的是实现审批服务便民
化、打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
刘书伟介绍，为确保改革任务
落实，省委、省政府专门选取了
营商环境的核心指标，开展10
个专项行动，实行一个行动、一
套方案、一位省领导负责、一个
牵头部门、一个工作专班的落
实推进机制。

“目前，10个专项行动已经
启动，形成了初步工作方案，6
月底前将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以省政府办公厅文件公
布。”刘书伟对10个专项行动进
行了简要解读。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
见》，要求由平均20多天压缩至
8 . 5天，而我省今年确定的目
标是3个工作日内完成营业执
照办理、公章刻制、银行开户、
涉税办理、社保登记等事项办
理，实现新开办企业具备一般
性经营条件。

在优化不动产登记方面，
目前，甘肃省详细列出54项常
用不动产登记事项，推行“最多
跑一次”，浙江省杭州市仅针对
转移登记就细分出了12种不同
的流程图。我省今年将大力推
行国土、住建、税务等部门事项
一窗受理、联合办理，取消无法
律、行政法规依据的材料和环
节，确保5个工作日内完成房屋
交易、税收缴纳和转移、抵押登
记等相关事项。

本报济南6月20日讯（本报
记者 刘雅菲） 20日上午，济
南市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动
员大会，会上印发了《深化“一
次办成”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的若干措施》，针对济南营
商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标
先进城市，加大改革力度，提出
了35条改革措施，优化济南的
营商环境。

近年来，济南企业开办的
速度一直在提速，在《若干措
施》中，济南进一步提出企业开
办“一次办成”。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济南要优化工商登记办
理流程，实行企业登记注册“一
人受理审核制”，由登记窗口的
同一工作人员负责受理、审核
全过程业务，通过网络化手段
在后台进行公安、银行、税务、
社会保障等部门间数据的实时
共享交换，在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的前提下，新开办企业3
个工作日内完成营业执照办
理、公章刻制、银行开户、涉税
办理、社保登记等事项。

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
限。对夫妻间析产、个人姓名变
更、不动产查封登记、异议登
记等实行即时办结；对新建商
品房类买卖涉及的税收、不动
产登记实行2个工作日内办
结；对涉及实体经济企业的不
动产登记实行3个工作日内办
结。对因法定事宜或纠纷确需
延长办理时限的，必须明确告
知申请人办理依据、办结时限
等信息。

要优化营商环境，还要有
高效的政务管理体制。为此，济
南将成立统一的市场监管机
构，根据党政机构改革部署和
时限要求，组建专门市场监管
机构,实施企业注册到经营全

过程统一监管，从根本上解决
多头管理、重复执法问题。

在户籍办理、车辆和驾驶
人证照办理、事务公证、社保缴
纳、劳动就业、民政救助、残疾
人证办理、养老机构设立、民办
教育机构设立、个体诊所设立、
药品零售企业设立等领域，推
行“一份服务指南、一张申请表
单、一套申报材料、一次完成一
件事情多项审批服务”的“全链
条”审批服务模式。

同时，依托12345市民服务
热线组建全市统一的营商环境
投诉平台，精准发现影响和破
坏营商环境的问题，加强督促
整改、反馈落实和跟踪监控。

济南还要求纪检监察机关
加强对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处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等行为。

深化“一次办成”改革，35条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济济南南将将组组建建
专专门门市市场场监监管管机机构构

优化济南营商环境

●实行企业登记注册“一人
受理审核制”，新开办企业3
个工作日内完成各项材料
办理。

●实行住所（经营场所）申
报承诺制，凭住所（经营场
所）承诺书申请登记，不需
提交其他证明材料。

●推行“拿地即开工”审批
模式，从取得使用土地批准
文件到获取施工许可证为
止，工业项目政府审批时间
不超过15个工作日。

●减轻涉企收费负担，实行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
单制度，除清单目录内13项
收费外，其他一律不得征收。

●取消一批市定涉企保证
金，清理规范行政审批过程
中的各类中介服务事项和收
费，杜绝供电、供热、供气、供
水等公共事业、垄断行业向

市场主体乱收费行为。

●济南将建立“政银”信贷风
险分担机制，对合作银行对
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产生的风
险给予补偿，最高给予合作
银行本金损失40%的补偿。单
户企业由风险资金给予补偿
的贷款额上限为300万元。

●实施中小微企业融资费用
补助，对中小微企业流动资
金贷款按年度实际融资费用
的40%（小微企业按照50%）给
予补助，单户企业年补贴额
最高不超过30万元。

●推广涉税事项表证单书
要素化管理、提供预填式一
键申报，缩短企业办税时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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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一次办好”时间表

6月
底前

省委、省政府专门选取了营商环境的核心指标，将开展
10个专项行动。目前已经启动并形成了初步工作方案，
6月底前将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7月
底前

公布第一批“一次办好”事项清单

8月
底前

健全“一次办好”服务网络，依托济南市政务服务大厅
建设省级政务服务大厅，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9月
底前

再公布一批“一次办好”事项清单，实现全覆盖
在户籍办理、车辆和驾驶人证照办理、事务公证、社保
缴纳等民生领域推行“一链办理”

10月
底前

完成主要社交平台与政务服务平台的数据对接、服务
整合

11月
底前

制定出台“一次办好”地方标准，建立具有我省特色的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11月底前对17市营商环境进
行评价

12月
底前

试点开展电子证照、电子印章应用
建成全省人口、法人单位、空间地理、宏观经济、公共
信用、电子证照等重点基础信息资源库，实现对自然
人和企业身份核验、纳税证明、不动产登记、学位学历
证明、资格资质、社会保险等数据的共享应用，打通数
据通道，推动各类事项“网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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