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政务服务
２０２４ 年第 ７ 期(总第 ７ 期)

　 四川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高效办成一件事”系列专刊之四

全省多地推出特色产业“一件事”
以“小切口”撬动乡村“大振兴”

今年以来ꎬ全省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有关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决策部署ꎬ在

落实国办发布的“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基础

上ꎬ运用“一件事”思维ꎬ聚焦特色产业开展主题式集成服

务ꎬ培育壮大规模农业、特色产业ꎬ延伸拓展产业链、价值

链ꎬ聚合形成产业集群、产业生态ꎬ为乡村振兴赋予新动

能ꎬ涌现出一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ꎮ

雅安市天全县推出鱼子酱产业“一件事”ꎮ 天全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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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二郎山冰雪融水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优质生态ꎬ冷水

鱼养殖产业蓬勃发展ꎮ ２０２４ 年ꎬ天全县鱼子酱产值超 ４

亿元ꎬ占全球市场份额 １４％ ꎮ 该县聚焦鱼子酱产业发展ꎬ

集成办理从项目招引建设、到生产经营扩能、再到业态配

套延伸等环节的相关事项ꎬ实现申请材料压减 ５８％ 、审批

时限压减 ５３％ ꎮ 一是并联服务事项提供“定制菜单”ꎮ 围

绕鱼子酱产业场地建设、生产加工、销售出口等产业周期

关键环节ꎬ将共享鱼池建设施工竣工验收、水产苗种生产

审批、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审核等基本事项整合ꎬ梳理形成

涵盖 １０ 类 ４９ 个事项的鱼子酱产业 “一件事” 园内事项

“定制菜单”ꎮ 扩展“渔业＋”内涵ꎬ聚焦周边旅游、餐饮、民

宿等配套产业ꎬ制定包含企业开办、准入准营、营销宣传等

８ 类 ３８ 个事项的鱼子酱产业“一件事”园外事项“定制菜

单”ꎮ 以“两菜单”为基础ꎬ完善办理流程ꎬ编制办事指南ꎬ

跨部门联动实施“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 “３ 减”行动ꎬ

办理时限由平均 １５ 个工作日缩减至 ７ 个工作日ꎮ 二是创

新服务模式推动“降本速办”ꎮ “提速办”ꎬ推行靠前服务ꎬ

多部门提前介入开展“手把手”业务指导ꎻ推出“绿色”即

时办、“黄色”一次办、“红色”提速办模式ꎬ实现 ５ 个工作

日内完成 ２４３ 亩农业设施用地审批、２ 个工作日内完成水

工程规划许可等手续办理ꎮ “集成办”ꎬ设立产业园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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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务驿站ꎬ设置综合受理、商事、金融等 １３ 个服务板块ꎬ

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ꎮ “暖心办”ꎬ通过现场办公、产业专

班、微信工作群等方式开展帮办代办、私人定制服务ꎮ 全

程“增值办”ꎬ搭建校企、银企、企企合作桥梁ꎬ在金融、科

技、人才、物流等方面叠加增值服务ꎬ提升产业核心竞争

力ꎮ 目前已向冷水鱼企业发放贷款 １７００ 万元ꎬ兑付奖补

资金 ２４００ 余万元ꎬ税收优惠近 ６００ 万元ꎻ取得鱼卵分离、

脱黏等 ３５ 项专利ꎬ鱼子酱单位产量超常规养殖 ３０ 倍以

上ꎬ加工厂生产技术规范已获国际论证ꎻ引进高层次人才

２２ 人ꎬ引入韵达申通等物流企业及水电气网等公用服务

公司ꎮ 三是拓展产业链条促进“多方共赢”ꎮ 推动“农企

联合”ꎬ创建“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农户”

经营模式ꎬ建成村企民“共建、共养、共享”鱼池 １３ 个ꎬ带

动 ３０００ 余户农户增收ꎮ 推动“校企联合”ꎬ与四川农科院

水产所、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ꎬ搭建科研平台ꎬ为产业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ꎮ 推动“贸企联合”ꎬ通过“线上＋线下”

“门店＋专场”等渠道ꎬ将产品推向北美水产博览会、全球

水产博览会等国际市场ꎮ

甘孜州雅江县推出松茸采摘“一件事”ꎮ 雅江县因其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ꎬ生长的松茸产量高、品

质好ꎬ年产量可达 １２００ 吨以上、占全国采集量 ２０％ ꎬ远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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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市场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食用菌协会授予雅江县“中国

松茸之乡”称号ꎬ松茸成为该县农牧民创收的重要经济来

源ꎮ 该县聚集企业需求、集成关联业务ꎬ提供松茸采摘

“一件事”服务ꎬ申请材料压减 ５０％ 、办事环节和时限均压

减 ８０％ ꎮ 一是建立三项机制ꎮ 建立责任机制、联席机制

和保障机制ꎬ明确政务服务、林草和市场监管等各方责任ꎬ

定期会商协调解决困难问题ꎬ出台采集管理、资源治理等

规定ꎬ搭建起 １ 名县领导主管、１ 个专班统筹、多个部门协

同的工作体系ꎮ 二是推行两跨联审ꎮ 跨区域、跨层级集成

服务事项ꎬ建设四川政务服务网雅江分站点松茸采摘“一

件事”专区ꎬ归集省县分级审批的国家二级保护农业野生

植物采集及出售和收购等事项ꎬ将各环节 ４ 张表单要素整

合成 １ 张表单ꎬ通过数据共享推动申请单位名称、地址等

基础信息自动填充ꎮ 申请材料从 １６ 份精简为 ８ 份ꎬ跑动

次数由 ５ 次缩减为 ０ 次ꎬ办理时限由 ８０ 个工作日缩短至

１６ 个工作日ꎬ有效解决企业办理采集审批事项需往返跑

动 ８００ 余公里问题ꎮ ２０２４ 年ꎬ已为 １０６ 家企业提供“一件

事”服务ꎮ 三是开展多渠道服务ꎮ 建设中国雅江松茸产

业园ꎬ推动“一件事”进驻ꎬ提供专员引导、帮办代办等便

民服务ꎮ 投资 ２４００ 万元建设“雅江松茸全产业链数字化

平台”ꎬ开发采摘云、服务云、流通云、治理云、监管云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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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身份管理系统二维码“五云一码”功能ꎬ用数字化掌控

松茸品种、品质、标准等全要素ꎮ 通过提供对口帮扶平台

外地展销、邀请网红直播带货、举办松茸采摘民俗文化活

动和号召当地餐饮行业支持松茸加工等增值服务ꎬ进一步

促进了雅江松茸产业发展ꎮ

攀枝花市仁和区推出芒果产销“一件事”ꎮ 攀枝花市

属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ꎬ有“南方热量、北方光照”的优

越条件ꎬ适合芒果种植ꎮ 仁和区是攀枝花芒果主产区ꎬ种

植面积 ４０ 余万亩、年产量 ２２ 万吨ꎮ 该区聚焦芒果产业上

下游ꎬ推出芒果产销“一件事”ꎬ申请材料压减 １８. ５％ 、办

事时限压减 ２２％ ꎬ最快 ２ 小时可为专业合作社办理营业

执照ꎮ 一是叠加服务事项ꎮ 以“进村 ＋入户 ＋访企”的方

式ꎬ收集果农、加工和销售等企业政策及服务需求ꎬ围绕芒

果育苗、种植、管理、采摘、加工及销售等环节ꎬ梳理政务服

务事项 ３５ 项ꎬ整合税收优惠、资金扶持、费用减免等惠企

(惠农)服务事项 ５ 项ꎬ提供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电商销售

培训等增值服务 ４ 项ꎬ编制形成芒果“一件事”事项清单ꎮ

二是重塑服务流程ꎮ 集成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农药

经营许可、绿色有机认证、芒果保险等事项ꎬ在区、乡两级

政务服务场所设立芒果产销“一件事”专窗ꎬ通过并联审

批、告知承诺、时限压缩、材料减免等方式优化办事服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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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办理流程 ６ 项ꎬ压减办理时限 １１ 个工作日ꎬ减免申请

材料 ９ 项ꎬ促进芒果产业项目快速落地ꎮ 三是强化服务保

障ꎮ 组建行政审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 １１ 个部门协作

联动的专业服务团队ꎬ建立联席会议机制ꎬ研究解决芒果

产业项目和企业开办有关问题ꎮ 整合各级政务服务资源

和邮政、金融、电商等渠道ꎬ通过 １ 个区级中心、１３ 个乡镇

便民服务中心、Ｎ 个“政务服务＋”服务点位ꎬ提供多层级

多渠道服务ꎮ ２０２４ 年前三季度ꎬ仁和区芒果销量约 １９ 万

吨ꎬ销售额近 １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 ꎮ

内江市威远县推出民宿开办“一件事”ꎮ 威远县是全

球规模最大的穹窿地质区ꎬ旅游资源得天独厚ꎮ 随着游客

数量增加ꎬ民宿产业快速发展ꎬ该县通过优化政务服务、融

合延伸服务ꎬ创新推出民宿开办“一件事”ꎬ实现民宿开办

申请材料压减近 ３０％ ꎬ办事环节压减 ７５％ ꎬ办理时限压减

９４％ ꎮ 一是优化流程集成办ꎮ 并联办理经营主体设立登

记、食品经营许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等市县两级 ４ 个跨部门审批事项ꎬ区分公司、个体工商户

２ 种申请主体情形ꎬ整合办理流程、申请材料、审查要点

等ꎬ实行多个事项 １ 次踏勘、整改意见 １ 次告知、整改情况

１ 次复审ꎬ办理结果统一反馈ꎮ 申请材料由 ２１ 份缩减到

１４ 份ꎬ办理时限由 ８７ 个工作日压缩至 ５ 个工作日ꎬ办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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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从 ４ 个简化至 １ 个ꎮ 二是提升效能协同办ꎮ 在政务大

厅设置民宿开办“一件事”专窗ꎬ配备 ２ 名帮办导办专员

提供靠前服务ꎮ 已为威远借山旅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

８ 户经营主体提供服务ꎬ打造山水旅居、乡村田园、主题文

化等优质特色民宿 ４５ 家ꎮ 线上依托“一企一档”威企信

系统ꎬ收录共享经营主体、许可登记、行业监管等信息数

据ꎬ实时推送惠企政策ꎬ双向流转审管信息ꎮ 三是延伸触

角下沉办ꎮ 在镇村和景区开展申报辅导等服务ꎬ通过制作

宣传易拉宝、印发办事指南、点对点推送等方式加强宣传

推广ꎮ 采取“政府部门＋村集体＋经营者”模式ꎬ组织民宿

经营者参加经验交流、调研走访、培训座谈等活动ꎬ帮助经

营者解决具体问题ꎮ 在村镇建立“政务＋民宿”综合服务

驿站ꎬ为辖区内 １０ 家民宿提供政策咨询、宣传推广、招工

用人等全链条服务ꎬ助力民宿产业发展ꎮ

(根据有关地方材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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