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高新区“3个沟通”高效服务企业
▶▶ 李鸿梅

2024 年，昆明高新区坚持

把企业发展诉求抓在手上、放在

心上，聚焦“3个沟通”即常态沟

通、精准沟通、有效沟通，通过建

立完善全链条政企沟通长效机

制，真正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打

造有品质有温度的政企沟通环

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常态沟通
变企业上门为主动问需

整合服务事项。昆明高新

区依托企业服务中心，联合涉企

相关部门，对政务审批服务事项

进行有效整合，推出一系列增值

服务，包括免费刻章、法律咨询、

金融服务等。

组建专业团队。昆明高新

区整合涉企事项相关部门的业

务骨干，成立“首席政策官”队

伍。定期深入企业，开展精准化

政策宣讲活动，目前已成功举办

专场宣讲 5 期，覆盖企业 71 家

次。发布两期政策讲解“微视

频”，内容涉及促进产业投资、人

才住房保障、引导主导产业创新

发展、金融服务推广、政务服务

直通直达等方面。

建立完善沟通机制。昆明

高新区印发《高新区深入开展

“三个听取”行动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工作方案》《高新区营商环

境投诉举报受理工作机制》《试

行高新区“首席政策官”工作机

制》等一系列机制举措，为政企

沟通提供了全方位机制保障。

丰富活动载体。昆明高新

区开展营商环境“会客厅”“企业

接待日”“政企同心谈”“我陪群

众走流程”等一系列活动，常态

化推进政企沟通。针对收集到

的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第一时

间交由各责任部门办理并定期

收集办理情况，充分提升辖区企

业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2024 年，高新区开展相关

活动283次，服务企业549家次，

收集解决政策咨询、行政审批、

政务服务等方面问题194个。

聚焦精准沟通
变“大水漫灌”为精确对接

为确保政企沟通不偏离目

标，避免形式主义，减轻企业负

担，昆明高新区以“精准”为核心，

推动政企间“点对点”高效沟通。

需求精确。为达成精准恳

谈，昆明高新区定期举办多样化政

企交流活动，广泛征集问题与建

议，针对企业提出的个性化需

求，开展针对性的“多对一”沟

通，并拟定定制化解决方案。

回应迅速。昆明高新区建

立“营商办牵头办活动、各部门

分头解决问题”的工作模式，通

过问题管理清单化、问题解决时

效化、后期跟踪 100%回访等举

措，实现活动全过程闭环管理。

在规范每月活动台账的基础上，

营商办每季度开展一次问题“回

头看”，再次回访企业查验核实问

题是否真正得到有效解决。

解决高效。昆明高新区发

挥部门联动作用，针对涉及部门

多、协同难度大或多次协调未解

决的企业问题诉求，营商办或牵

头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联

席会议或现场办公会，集中力量

解决企业在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

题。

聚焦有效沟通
变被动应对为主动破题

为确保政府部门与企业之

间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昆明高

新区切实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致力于构建一

个高效、闭环的涉企问题解决机

制，持续提升政企沟通的质量和

效率。

昆明高新区致力于完善涉

企问题的处理流程，印发《高新

区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受理工作

机制》，明确具体的办理流程和

时限，确保企业所反映的各类问

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此外，昆明高新区还积极探

究政企沟通案例中的共性问题。

对于企业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个

性化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探究问题的根源，并将其提升至

解决行业共性问题的高度，不单

单解决单个企业的具体问题，同

时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据介绍，下一步，昆明高新

区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优化服

务即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

环境即促进发展”工作理念，

及时梳理和总结政企沟通中的成

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不断探索创

新服务模式，切实解决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持续增

强企业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

2024年，昆明高新区政务服务局设立“企业接待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清远高新区

2024年前11个月工业经济数据

公 布 ：累 计 完 成 工 业 增 加 值

108.86亿元，同比增长13.3%，总

量与增速均位居清远市第三。

2024 年 1-11 月，清远高新

区先进制造业表现突出，累计完

成工业增加值 72.66亿元，在制

造业中占比达 66.7%，同比增长

19.6%。“3+1”主导产业合计完

成工业增加值 56.37亿元，同比

增长15.5%，拉动该高新区工业增

加值增长8.6个百分点，其中高端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27.0%，是工

业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2024 年 1-11 月，在清远高

新区 186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有 100家企业实现同比正增

长，共完成工业增加值 75.12亿

元，同比增长 34.4%，拉动该高

新区增长 21.4个百分点。新玛

基（清远）实业有限公司、清远先

导材料有限公司、广东豪美精密

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通过转变

生产模式、扩建生产线提升产

能、产业链延伸等实现生产效能

大幅度提升，有力支撑了工业经

济稳定增长。2024年，清远高新

区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制造

业当家”理念，抓住产业转移机

遇，加快园区规模以上企业发

展，积极解决企业经营难题。粤

鹅皇、乾佰达、核力环能等工业

项目落地建设，1-11月，该高新

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3.6%。

同时，斯芭克舞台设备、晶

百誉制冷设备、励亚电器等 16
家企业完成“小升规”申报；跃洋

光电、广东齐慧、大环臭氧设备

等高新区外规上企业整体搬迁

入园，规上企业规模持续壮大，

彰显了清远高新区强大的工业

引力和发展潜力。

廖霜荧

清远高新区工业经济“成绩单”亮眼

广东豪美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昌飞公司打造的国内首款航空

医学应急救援沉浸式模拟训练系统

在位于景德镇高新区的江西省航空

应急救援重点实验室投运。该系统1∶1
还原国产民用大型直升机 AC313A，

利用数字孪生和VR交互技术，为实

训人员提供地震、火灾、雪崩等典型

救援场景下的仿真模拟。

“我们模拟机的机体设计及飞行

形态来源于 AC313A 型机的真实数

据，可沉浸式模拟飞机起飞、盘旋、降

落、俯冲或遇到颠簸气流等复杂环

境，让机上人员在摇晃、高低频震动

和噪声中进行各种医疗救治场景的

模拟训练。”昌飞航空应急救援重

点实验室技术负责人王华军介绍，

机舱内所使用的医疗器械、装备等

均为适航取证的航空专用设备。

模拟训练系统主要应用于航空

医学应急救援科研与培训。该系统已

为来自全国近百名航空医护人员和蓝天

救援人员提供了全流程实操培训。

目前，昌飞公司已发布医疗转

运、物资投送、目视搜索等5个航空应

急救援领域的江西省地方标准。“未

来，在航空医疗模拟训练系统成熟和

经过实战检验后，我们也将形成一整

套行业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

用。”王华军表示。 吴哲慧

本报讯 近日，2024年度山东省

数据要素发展大会暨可信数据空间

建设启动会在山东大厦举行，济南高

新区获评山东省五星级数据要素产

业集聚区。

大会以“场景推动价值流通”为

主题，由山东数据交易流通协会和山

东省数据要素创新创业共同体主办，

山东省大数据局、各地市大数据局代

表、省内领军企业代表等近200人参会。

2024年，济南高新区以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深入贯彻落

实济南市《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加快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成功争取将中央科创区纳入济南市

数据要素产业核心区，在数据基础制

度建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企业数

据资产价值化等方面开展积极探索，

打造一系列“数据要素X”典型应用案

例和创新应用场景。

据介绍，下一步，济南高新区将

对标全国先进地区，结合本地特色数

字经济产业，聚焦企业数据赋能应

用、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建设等工

作，加快推动数据产业发展，在全国范

围内争典型、做亮点，为济南高新区“三

次创业”添砖加瓦。 杨晓

获评山东省五星级数据要素
产业集聚区

国内首款航空医学应急救援
沉浸式模拟训练系统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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