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排头兵”，

海口市近年来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压茬推进招商引资，找准特色发展优势，

培育了一批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

招商引资成效卓著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哪里营

商环境好，项目就在哪里建，良好的营商

环境和优惠的自贸港政策成为海口招商

引资的“法宝”。

4 月 11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2022 年

（第一批）重点项目在海口集中签约，签

约项目共 36 个，计划总投资额 130.2 亿

元。本次签约项目围绕“3+1+1”现代产

业体系，主要涵盖了生物医药、高端制

造、现代物流、数字经济、离岸贸易、商务

航空、现代金融、科学教育、商贸服务、高

科技农业等产业领域。

“我们建立了一个全链条的企业服

务机制，无论是从项目建设环节、招商环

节，还是后续的审批服务环节，都有我们

一对一的专员进行服务，企业在江东新

区入驻一定是有求必应的。”江东新区政

务审批中心主管童姗姗说。

近年来，海口坚持对标自贸港政策，

制定产业招商目录，压茬推进项目招商，

成立医药、公务机、游艇、飞机维修、保税

航油、航空租赁等六个招商组，通过招商

引资扩开放、稳投资、促转型，加强省市

区三级联动，以“招商机构+对口厅局+
行业协会+园区+产业链头部企业”模

式，统筹开展专题招商和点对点招商，围

绕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利用产业专班实

施精准招商，以高质量招商进一步培育

产业集群，实现海口高质量发展。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我们人工繁育出的鹦鹉不在海口

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检测物种目

录内，没法通过检验检疫向社会出售。”

去年 12月，在海口经营鹦鹉相关业务的

英达公司为了这件烦心事，不得不向海

口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核查

二组组长廖剑波吐槽。

接到企业的诉求后，廖剑波立即开

展问题核查、督办。“我们发现企业在经

营上遇到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不是仅

仅靠我们一个部门就能完成的，必须有

相关职能部门的紧密配合，才有望打通

堵点。”廖剑波说。为妥善解决英达公司

人工繁育鹦鹉的运递难题，海口市营商

环境专班及时对接海口市农业农村局，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与海南省农业农村

厅、省动物卫生监督所、英达公司反复沟

通，并赴英达公司养殖场多次调研，最终

在今年 2月份，使英达公司顺利拿到检疫

合格证，并顺利出售鹦鹉。

近年来，海口先后出台有关总部经济、

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40多项含金量

极高的产业政策，吸引了知名总部企业相

继在海口落地；推出一批极简审批服务

事项，大幅压缩投资项目审批时间，提升

了审批效率，切实帮助项目落地；江东新

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建立企

业秘书“一站式”服务，为企业提供政策

智配、人才服务、高企认定、知识产权等

方面的服务，坚定了企业在海口投资发

展的信心。

“落户以来，各项行政审批手续的办理

流程清晰、便捷，效率也高。特别是‘企业

秘书’的帮助特别大。”海凭国际海口高新

区医疗器械园总经理黄长林介绍说，他们

的项目总规划面积230亩，计划总投资22
亿元。

打造特色产业高地

近日，在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的

一个车间里，智能化机器飞速运转，两条铝

塑包装线运转不停，12 名工人正在进行

流水作业，这些口服固体制剂通过铝塑

内包、枕包、装盒、过称、捆扎、过码、装箱

之后，将销往各地市场。

“我们总投资近 7 亿元的齐鲁制药

（海南）有限公司高端智能加工制造中心

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建成后年产能可

达 100亿片。”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文民介绍。

2021 年，海口生物医药行业规模为

376亿元，其中，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以上

总产值235亿元，生物医药流通企业营业

收入 141 亿元；获欧盟和美国 FDA 认证

海口医药企业6家，占全国8%；海口国家

高新区在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百强榜

排名升至第29位。

据海口市副市长刘立武介绍，立足

海口生物医药产业优势，海口重点打造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自 2020年 6月 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以来，海口医药产业在各

项利好政策扶持下，已吸引 45个生物医

药新项目落地，包括 11家上市企业，4家

医药百强企业；52个生物医药新项目开

工，总投资74.9亿元；规模以上医药企业

实现利税增长 15%、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批准文号增长 22%、出口品种增长 67%、

出口规模增长 20%，齐鲁制药、普利制药

等本地企业实现产值两位数高增长、纳

税总额翻番。

刘立武表示，海口生物医药产业的

愿景是到 2025年营业收入达 1000亿元、

2030年营业收入达 2000亿元，成为自贸

港生物医药制度集成创新示范基地、自

贸港生物医药技术研发创新策源地、自

贸港国际生物医药生产制造基地。

除了生物医药产业，近年来海口还

发展了复兴城互联网数字经济产业集

群，还围绕“禁塑”全力打造全生物降解

材料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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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服务双创服务

▶ 刘邓 赵叶苹 本报讯 近日，西安市 2021年

审批服务“十佳”创新案例正式揭

晓，由西安高新区选送的《证照集

成 一码通行 高新区探索实行证

照联办“五个一”新模式》案例入选

“十佳”创新案例，这也是继入选

2021 年陕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

措施复制推广案例后，该案例再次

获得荣誉。

据了解，以前，企业办理营业

执照和相关许可证，不仅要跑多个

部门，而且还要经历审批流程多、

办理时间长等诸多不便。西安高

新区自 2021 年 3 月推出证照联办

“五个一”审批模式后，将办事频

率高、条件成熟的市场主体登记

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纳入“证照联

办”，通过准入准营“一次跑”、联

审联办“一趟清”、告知承诺“一纸

办”、证照集成“一码通”、审管联

动“一网管”这“五个一”，做到了

让申请和审批流程环环相扣、无

缝衔接，企业办理证照平均办结

时间缩短 40%以上，企业需提供的

纸质材料减少 50%以上，企业开办

全流程已提速至 3小时办结。

“一次告知、同步受理、资料

共享、并联审批、统一发证”，企业

登记准入即准营，并做到“证照集

成、一码通行”，这便是西安高新

区“证照联办”证照联办“五个一”

模式推出后带给企业办理证照时

最大的便利。此举不但极大提高

了行政审批效率，也切实解决了

企业“准入不准营”“拿照易开业

难”等问题，同时也实现了审批信

息共享、证照无缝衔接，有力消除

了监管盲区。

截至目前，西安高新区已在

全区范围内实施开办人力资源中

介服务机构“证照联办”、开办劳务

派遣企业“证照联办”等多种证照

联办服务模式，区内 400 余家市场

主体通过“证照联办”模式同时拿

到了营业执照和执业许可证，实现

了准入准营一步到位，使企业更快

速、更便捷地投入正常运营，实现

高效发展。 杨皓 鲁维

昆明高新区：推进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与全市能办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宜昌高新

区全面推行重点项目首席服务官

机制，对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和重点民生项目，由区重点项

目指挥部选派优秀干部任首席服

务官，协调有关部门，解决项目建

设遇到的各类困难和问题。截至

目前，宜昌高新区已有 102名首席

服务官与 80个重点项目实现了无

缝对接，协调解决项目问题达 92
个。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宜昌

高新区复制推广邦普项目服务推

进机制，成立重点项目建设服务指

挥部，建立“定期调度”“清单交办”

“联合督查”“奖惩挂钩”制度，强化

“周调度、月通报、季拉练、年考

核”，开辟“问题收集—研究决策—

精准交办—限时办结—结果反馈

—问题销号”快速解决通道，形成

“签约项目抓落地、落地项目抓开

工、开工项目抓投产”的服务推进

闭环。

去年 12月 4日，总投资 320亿

元的宁德时代邦普一体化新能源

产业项目在宜昌高新区开工。该

项目从签约到开工仅用52天。

当前，宜昌高新区正推动邦普

一体化电池材料产业园、长青智能

工厂、顺毅三期等 38 个重点产业

项目全面开工；推动人福医药全球

总部基地及原料药生产基地、有宜

新材料、紫诺新材料等 40 个重点

产业项目全面投产，确保邦普循环

一期、百事 50 万吨系列饮料如期

投产，力争9月30日前投产项目达

到 30个以上；推动花溪路（峡州大

道—宜巴高速）市政工程—峡州大

道节点互通工程、田家河片区危化

品停车场工程等 98个重点基础设

施项目加快建设。

目前，湖北宜化投资 150亿元

的全产业链转型升级项目基地、和

远气体投资 50亿元的电子特气及

功能性材料产业园等项目纷纷签

约落地。一季度，该区新签约亿元

以上产业项目 24 个，协议投资

312.9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5.12亿元，同比增长33.5%。

靳芝 黎荣华 陈丹丹

宜昌高新区：百余首席服务官
无缝对接80个项目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园区营商环

境，昆明高新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

着力推进企业登记、经营许可、夫妻投靠

户口迁移、电子监控违法处理等领域政务

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自 2021年 2月 8日开始，昆明高新区

加入“云上办”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联盟，

并在线上了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在此

基础上，高新区积极扩大“跨省通办”事项

范围，不断扩大跨省通办朋友圈，与山东

省、贵州省等 5个省签订了“跨省通办”框

架协议，以期实现“通办改革一小步，便民

利企一大步”。

昆明高新区全面梳理“跨省通办”“全

市能办”清单，围绕公安、市场监管等民生

领域，梳理出能实现异地咨询、异地受理

和异地办结的跨省通办事项43项，对外公

布和试行。同时设置“跨省通办”线下服

务专窗，建立收受分离工作模式，打破事

项办理的属地化管理限制。申请人可在

“跨省通办”服务窗口提交申请材料，窗口

收件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身份核

验，推送给业务属地部门进行审批。

昆明高新区进一步加强政务服务队

伍建设，开展窗口人员“跨省通办”“省内

通办”业务培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高新区还推出“跨省通办”相关纸质材料

邮政寄递和帮办代办服务，完善邮政寄递

管理机制，方便企业和群众寄递，用“快递

跑”取代“群众跑”。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切

的异地办理事项，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强

化作风建设，转变服务理念，推行无偿帮

办、代办、陪办服务，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

化需求，助力“跨省通办”。

截至目前，昆明高新区“跨省通办”累

计办件54件。下一步，高新区将继续深化

“跨省通办”服务，拓宽跨省合作“朋友

圈”，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让更多的企

业群众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李鸿梅

西安高新区证照联办
“五个一”再度入选创新案例

注册成立一家新公司，几天能完

成审批？在石家庄高新区，只需要 3
个小时。

4 月 8 日一早，王小珍和黄庆召在

位于石家庄高新区创新大厦的公司里

整理材料，准备注册一家新公司。

“公司原来在做医疗和康复设备，

现在想扩展业务到工程领域，还是另注

册一家公司更方便。”王小珍说。

8：30，他们登录“河北省企业开办‘一

窗通’网上服务平台”，按界面引导，逐项

填报新公司开办申请、股东信息等。

9：20，资料上传完毕，提交。

12：06，他们正准备去吃午饭，叮叮

——叮叮——黄庆召的手机响了。一

条短信发来：“您在石家庄高新区行

政服务局申请的‘河北志嵩设备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已经通

过审核，请携带身份证到打证自助一

体机领取……”

“还不到 3个小时，就审核完了，真

快！”带着兴奋，黄庆召马上到中山东路

石家庄高新区行政服务局自助大厅，打

印了营业执照。同时，他还收到了免费

领取公章的提醒。

“效率高，全流程没有收费，这服务

没得说。”黄庆召感慨道。

“之前，申办公司需要跑几个部门，

办一个营业执照得两三天。现在到高

新区申办公司，只要材料合规，三四个

小时就能出证。”多年从事企业代理服

务业务的耿国龙说。

企业开办只是石家庄高新区“三减

一帮”系列改革后的变化之一。

“要创造有速度、有温度的政务环

境，就要从行政、商事服务做‘减法’。”

石家庄高新区行政服务局副局长李志

强说。目前，该行政服务局已经实现企

业申请设立审批全程电子化，4个小时

内完成不见面审核、并联推行税务备

案、公章免费刻制及银行预约开户，实

现“一窗式受理、一体化办理。”

如今，石家庄高新区正在深入推进

“减环节”“减时限”“减成本”“帮到位”

的“三减一帮”工作，再造流程、挤干水

分，让审批服务再提速。

刘力是一家商贸公司的经理，想开

办一个附带售卖保健食品的药店，按照

有关要求，他得分别办理营业执照、药

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

装修好了还要再做门头牌匾备案。但

在石家庄高新区“证照联办、证证联办、

事事联办”措施出台后，刘力在申办营

业执照的同时一并提交药品经营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门头牌匾备案的材料，

营业执照办结后，另两个证件和备案也

同步办完了。

“我们早一天开业，就能大大减少

人工、房租开支，惠企效果是实打实

的。”刘力对多证联办非常满意。

目前，石家庄高新区已经首批整合

营业执照+许可证事项 78项，许可证+
许可证事项19项、关联事项+关联事项

22项，剔除重复材料96个，减少办事环

节32个。

与此同时，该区集中开展了政务服

务事项第九次流程再造，挤干审批用时

水分，加快审批手续落地速度，全部政

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时限较法定时限

压减78%，窗口当场办结率达到75%，一

日办结率达到 82%。2022年该区 33个

省市重点项目中，有 26 个已经全部办

结施工许可手续，办结率达78.8%。

石家庄高新区：“三减一帮”让审批服务再提速

本报讯 4月 13日，在乌鲁木

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

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紫煜臻城项目前期负责人王柱

拿到了项目施工许可证。他说，现

在工程建设类证件可以网上办，方

便了很多。需要的资料全部网上

提交，若是提交的不对，高新区（新

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电

话通知哪里不对、怎么去改等，不

到一周就可以拿到许可证。

政务大厅人少了，办理事项却

多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全力落实乌鲁木齐市《2022年优化

营商环境87项措施》，不断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让数据“跑路”代

替群众跑腿，众多事项实现全程网

办“零跑腿”，极大地提高了行政审

批效率和政务服务水平，进一步便

民利企，释放发展活力。

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管

理局积极挖掘内部潜力，与相关职

能部门协商，工程建设项目、城市

建设管理、居民医保服务、企业纳

税等以前需要到政务大厅现场办

理的业务，现在采取网上办、掌上

办、自助办等“非接触式”方式进行

办理。

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

心企业服务窗口首席代表孙长聚

说，门头牌匾审批手续此前 3天办

结，现在通过后台的运行可以掌上

办理，并且“即时办”，当天就能办

结。

“政务大厅的办事群众变少

了。”孙长聚说。

数据显示，去年 3 月乌鲁木齐

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大

厅平均叫号量 500 人次，今年同期

减少到300人次。

企业办事人员陈爱梅正在办

理店面门头牌匾相关手续。她说，

她所在的企业经营连锁店面，经常

办理门头牌匾手续，现在可以通过

App“掌上办”，而且当天就能办好。

高新区（新市区）持续推进政

务服务改革，简化办事流程，着力

实现线上服务“不休息”、远程帮办

“不掉线”、办税缴费“不断档”，最

大力度保障、满足各族群众的办事

需求。

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

心业务科负责人玛尔旦·克力木

说，目前高新区（新市区）政府服

务大厅共进驻 27 个部门，进驻的

政务服务事项总数 564 项，其中

最 多 跑 一 次 的 事 项 一 共 是 552
项，占总事项的比重为 97.9%，一

次不用跑的事项一共是 284 项，

占比为 50.4%。中心会将更多“最

多跑一次”事项向“一次不用跑”、

网上办、掌上办转化，让群众足不出

户就能办理更多政务服务事项。

牟敏 陈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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