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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服务质量水平，打造服务型政府

一是要进一步围绕时间、环节、成本做“减法”，

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推进政务服务“零跑动”，

深入推行容缺受理、快审快办、一次办好，切实提高群

众办事的便民化程度。二是在价值取向上，把以部门为

中心的管理惯性转换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从群

众办事角度思考如何深化改革，用群众的语言、需求、

感受设定改革内容和目标，确保改革落地实施取得预期

目 标 ， 增 强 改 革 的 整 体 性 和 协 同 性 。 三 是 在 理 念 格 局

上，树立锐意改革、优化创新的思维和自觉。进一步转

变政府职能，破除部门固守的本位主义思想，以企业群

众需求关切为导向，从改进体制机制方面疏通各类“卡

脖子”问题。坚持“一盘棋”思想，健全“条”“块”

联动机制，破解碎片化管理弊端。

（二）推进数字政务建设，建设智慧型政府

一 是 以 用 户 为 中 心 ， 全 面 提 升 个 性 化 、 精 准 化 、

主动化、智能化服务水平。按需共享方面，要精准到因

为哪些办事场景、哪些办事事项、哪些供应部门、哪些

需求事项，去提高数字共享能力。二是强化政务“掌上

办”，努力提供简单、便捷的“掌上通办”政务服务。

开发各类便民APP和小程序，建设掌上政务服务大厅，为

企业群众提供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贴身随行、贴心灵

便的政务服务。三是推动“自助办”向基层延伸，提供

24小时随时自助可办的政务服务。借助更多的帮办代办

人员与数字化的平台相结合，合力提高便利化能力，让

群众不需要跑到街镇或社区的实体大厅才能去咨询、去

准备、去申报。

（三）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深化责任型政府

强化惠企政策服务，通过精细梳理、动态更新政策

和企业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将企业信息和政策信息进行

匹配，实现政策精准推送。让企业知道做了哪些变化，

送政策、送便利到企业身边，同时注意“无事不扰”，

充分考虑企业的接待成本、尊重企业的时间成本，要在

企业知情的同时，综合上门送政策、综合提供主动帮办

和代办服务。 [4]将优化营商环境落到实处，去到基层、

去到企业身边，为企业的全生命周期，从许可类事项到

公共服务事项，再到企业感兴趣和尤为关切的人才、资

金、知识产权，包括优秀人才配套的教育医疗等保障，

提供“一篮子”主动服务。

（四）擦亮政务服务品牌，推进精细化政府

一是集成服务精细化。持续深化“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全面开展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大幅压缩行政审批

时限，从需求侧出发，以企业和个人办事感受为导向，

聚焦个人、企业全生命周期，积极协同相关行业主管部

门，统筹推进部门间数据融合、业务聚合、流程再造，

做到“一件事”服务、“一张图”统揽、“一盘棋”谋

划 。 [ 5 ]二 是 “ 互 联 网 + 政 务 服 务 ” 精 细 化 。 精 细 化 梳 理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依托现有政务服务平

台、系统，开展线上服务，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服

务流程，精简办事材料，为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更加个

性化、精准化、智能化的服务。三是人员管理精细化。

强 化 “ 作 风 建 设 ” ， 牢 固 树 立 工 作 责 任 意 识 ， 建 立 学

习、素质提升机制，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切

实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四是业务稽核精细化。进一步规

范行政审批服务行为，落实行政审批服务责任，创新业

务稽核工作机制，提升行政审批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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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实现了办

事路径的根本性改变和审批方式的革新，对更好更快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这既为政务服务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

昭示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不断增强企业群众的体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改革探

索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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