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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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月 １７ 日

广元市厘定政企联动“三化”目标

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广元市聚焦涉企政策出台科学化、服务供给精准化、交往行为

规范化ꎬ持续完善政企联动机制ꎬ不断提升政府服务企业质效ꎬ健

全政企交往监督体系ꎬ着力优化营商环境ꎬ助力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ꎮ

一、持续完善政企联动机制ꎬ促进涉企政策出台科学化

一是广纳涉企意见ꎬ提高企业参与度ꎮ 搭建“企业困难问题在



线征集平台”ꎬ研究解决涉及重大项目、工业、服务业、外贸、民营、

返乡创业等 ６ 类企业困难问题ꎮ 开通 “服务民营企业市长直通

车”ꎬ架设问题直达市委、市政府的桥梁ꎮ 开辟企业家建言献策

“绿色通道”ꎬ重点关注规上工业企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和商贸服

务业等ꎬ累计采纳企业意见建议 ３００ 余条ꎬ解决企业困难问题 ２３７

个ꎬ确保出台的政策更接“地气”ꎮ 二是落实信息公开ꎬ提高决策

透明度ꎮ 建立涉企政策集中公开和推送制度ꎮ 涉企政策出台后ꎬ

分类梳理信息清单ꎬ及时在政务公开网、实体政务大厅等公开ꎬ运

用新闻媒体、“两微一端”等载体实行“一图解读”ꎬ并通过民营经

济大讲堂等平台向企业广泛宣传ꎬ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ꎬ惠

及市场主体 １０ 万余户ꎮ 三是加强决策评估ꎬ提高企业满意度ꎮ 在

涉企政策发生变化时ꎬ及时组织第三方机构对涉企政策的执行情

况开展效果评估ꎮ 对反映问题较集中、方式较强烈的涉企政策ꎬ认

真组织研究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清

理调整涉企政策制度 １３１ 个ꎬ企业满意率达 ９６％ ꎮ

二、提升政府服务企业质效ꎬ促进涉企服务供给精准化

一是搭建银企合作平台ꎬ解决企业融资难题ꎮ 引进四川银行

设立分支机构ꎮ 出台优化金融信贷营商环境 １２ 条措施ꎬ创新推出

金融产品 ２６５ 个ꎬ推动融资效率提升 １２％ 以上ꎮ 选派 ６９０ 名金融

服务顾问和 １２９０ 名“蒲公英”金融服务志愿者ꎬ对全市 ５３４ 户重点

企业“一对一”开展金融服务ꎬ累计为中小企业节约融资成本 ７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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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ꎮ 二是搭建市场对接平台ꎬ解决企业产销难题ꎮ 动态完善“广

元造”产品生产企业产品供给名录和市场需求目录ꎬ组织企业参加

“西博会”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等高层次展销活动ꎮ 每年定期

举办建材、食品饮料等“广元造”重点产业产销对接会ꎬ帮助企业

拓展销售路子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全市举办产销对接会 １７ 场次ꎮ

三是搭建人才招引平台ꎬ解决企业用人难题ꎮ 推进实施高层次人

才引进计划、“归巢创业”行动等重大人才工程ꎬ遴选出首批“蜀道

英才”２０３ 人ꎮ 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市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

１０８ 家ꎮ 创新“周末工程师”柔性引才机制ꎬ构建“总部、研发、家在

外地ꎬ基地、生产、工作在广元”的人才智力共享模式ꎬ累计引进

“周末工程师”３００ 多人、紧缺高层次人才 １５００ 多人ꎮ

三、健全政企交往监督体系ꎬ促进涉企交往行为规范化

一是划定政企交往边界ꎬ推动政企廉洁交往ꎮ 制定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若干措施ꎬ列出“５ 个可为” “７ 个不可为”两张

正负清单ꎬ明确企业 ８ 个方面守法廉洁经营要求和工程建设项目

招投标“十九严禁”规定ꎮ 举办“阳光问政(廉)”ꎬ邀请 ７ 名民营企

业家担任特约监察员ꎮ 推行企业一般性违法经营行为首违不罚等

柔性执法措施ꎬ不断巩固和深化“亲” “清”政商关系ꎮ 二是做实政

企双向评价ꎬ推动政企良性互动ꎮ 开展“百企评执法” “百企评营

商环境”等活动ꎬ由企业对 ３８ 个政府部门、７ 个县区履行招商承

诺、执行优惠政策等 ７ 个方面进行评价ꎮ 持续推进落实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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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差评”制度ꎬ２０２１ 年评价办件 ４５３ 万件ꎬ满意率达 １００％ ꎮ 综合

运用“互联网＋监管” “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监管企业生产经营

行为ꎬ提高企业问题发现率ꎮ 三是逗硬助企服务考核ꎬ推动利企措

施落实ꎮ 深入开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清堵提速”

“推广增效”“迎评升位”三大攻坚行动ꎬ对市场主体重大需求事项

实行“一事一督办”ꎬ其他事项严格实行“清单制＋责任制＋销号制”

管理ꎬ并将考核情况纳入县区、市级部门年度考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２１

年督办落实企业反映问题 １１８ 件ꎬ将 ２３ 期成效明显典型案例纳入

“好评榜”并宣传推广ꎮ 对解决企业反映问题不及时的 ５ 个责任部

门、３ 个县区、１２５ 起 ２０６ 人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及时查

处通报ꎮ

(根据广元市提供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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