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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 放 管 服 ” 改 革 协 调 办 公 室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乐山市探索实施“办事不求人”改革

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乐山市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ꎬ推行

政务服务“办事不求人”改革ꎬ通过建立公开透明机制、搭建一网

通办平台、强化告知承诺监管ꎬ切实提升市场主体和群众对政务服

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ꎮ

一、建立“办事不求人”工作机制

(一)规范办事指南ꎮ 紧扣高频政务服务事项ꎬ在企业开办、



不动产登记、住房公积金办理、出入境管理等领域ꎬ分层级制定“办

事不出大厅”“办事不出园区” “办事不出乡镇” “办事零跑腿”等 ４

张 １３１８ 项“办事不求人”事项清单ꎮ 公示办事政策ꎬ规范并公布办

理条件、办事程序、时限要求和监督投诉办法等ꎮ 取消审批服务办

理流程中“其他材料”“有关材料”等模糊条款ꎬ让市场主体和群众

办事无顾虑、无猜忌ꎮ

(二)落实代办帮办ꎮ 确定 １６３ 名领导干部为代办帮办指导

员ꎬ靠前指挥协调解决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涉及审批、要素保障和生

产经营中的问题ꎮ 指定 ２３８ 名代办帮办联络员ꎬ对重大投资建设

项目落实“一企一员”ꎬ实行“一企一策”保姆式精准服务ꎮ 明确全

市各级政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为代办帮办辅导员ꎬ全程协助市场

主体和群众办理事项ꎮ 规定在政务大厅设立代办帮办导办员ꎬ为

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开展咨询引导、领办代办帮办服务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累计全程跟踪服务重大项目 ４２ 个ꎬ推动项目实

现早申报、快审批、早建设、早投产ꎮ

(三)落地跨域通办ꎮ 持续推进“跨域通办”向广度和深度拓

展ꎬ实现市、县、乡政务服务场所“省内通办” “川渝通办”窗口设置

全覆盖ꎮ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ꎬ在“川渝通办”专区实现

两地市场主体和群众就近交件、形式审查、材料流转、属地办理、邮

寄送达等通办业务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累计办理“跨域通办”业

务 ５４７５ 件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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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建“办事不求人”服务平台

(一)提档升级政务大厅建设ꎮ 建成 ３０４ 个“政＋银＋Ｎ”基层综

合服务站ꎬ推动政务、金融、保险、物流、电商等服务要素无缝对接ꎮ

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必进”ꎬ市本级 ９２８ 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

政务大厅和分中心办理ꎬ县级行政审批事项集中率达 ８０％ ꎮ ３５ 个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达标ꎬ其中 ８ 个达省级示范标准ꎮ 市本

级投入 ３４ 万余元打造自助服务区ꎮ

(二)持续推进综合窗口改革ꎮ 市县两级政务大厅规范设置

商事登记、民生事务、跨域通办和“办不成事”等受理窗口ꎬ乡镇便

民服务中心统一设置综合窗口ꎮ 围绕“四减”全面清理纳入综合

窗口改革事项和办事指南ꎬ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ꎮ 梳理公布 １０９

项事项清单ꎬ实现不出园区“一窗通办”ꎬ园区内企业设立登记压

缩至 １ 个工作日ꎬ企业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时限压缩至 ２３ 个工作

日ꎬ大幅加快项目落地速度ꎮ

(三)大幅提升网上服务能力ꎮ 在商事登记、税务、交通、教

育、卫生等领域先行推进全程网办ꎮ 梳理规范电子证照目录ꎬ推进

电子证照共享互认ꎬ凡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汇聚的电子证照ꎬ

不再要求提供实体证照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全市在省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事项认领率、实施清单发布率、网上可办率均为 １００％ ꎬ

全程网办率 ９９. ２２％ ꎬ“好差评”满意度 １００％ ꎮ

三、构建“办事不求人”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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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信用监管效能ꎮ 对市场主体诚信守诺进行动态信

用管理ꎬ变事前审批“办事难”为事后守诺“万事通”ꎮ 依托全市信

用信息平台与政务数据共享门户ꎬ形成全市社会信用记录库ꎬ据此

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ꎬ首批公布 ７８ 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目

录ꎮ 对依法承诺的直接办理ꎬ对违反承诺的联合惩戒ꎮ

(二)依法查办行政案件ꎮ 严格实行行政执法公示、行政执法

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ꎬ对无主观故意且危害

较小的行为酌定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ꎮ 畅通行政调解、行政复议

等诉求反映渠道ꎬ推动“解决争议不求人”ꎮ

(三)构建协同监管格局ꎮ 分级压紧压实监管责任ꎬ梳理查找

并及时整改审批指定中介机构、人为设置服务限制等隐性问题ꎮ

充分发挥营商环境监督员、“１２３４５”心连心服务热线等平台作用ꎬ

结合“好差评”体系建立监管长效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

满意度作为评价“办事不求人”改革工作成效重要标准ꎮ

(根据乐山市提供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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