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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衢州作为浙江省西部最后一个

地级市!再往西!便是江西省境内"

作为浙江大花园建设的核心区!衢

州是#诗画浙江$的鲜活样板% 它距

上海 "##多公里! 开车需 $个多小

时" 如果非要说和上海有什么直接

的关联! 属于上海铁路局管辖的衢

州高铁网络发达!从上海虹桥出发最

快只需两个小时便能到达!一条铁路

大大缩短了沪衢两地之间的距离"

然而!上海和衢州之间的联系并

不止于此" 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内! 一个占地 %###余平方米的生物

医药平台! 是衢州的一块 &创新飞

地$% 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是衢州培

养的新兴产业! 发展潜力与空间巨

大!而张江聚集了生物医药行业内最

顶尖的人才和机构!!#&'年底!衢州

主动跨区域对接上海张江!建起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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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业!聚集海外高端人才 '#余名!

全力开发抗病毒药物及抗癌新药等

国际前沿生物医药项目% 依托张江!

孵化园为衢州医药产业提供强大支

撑!形成这样一种产业模式)研发在

上海!生产在衢州!新科技*新产业通

过#创新飞地$的孵化!为衢州所用%

!无差别受理"

系统对接数据共享
花园东大道!"#号，衢州市行政

服务中心。$%!&年'月，升级后的服务
大厅正式运行，大厅内“最多跑(次”
和“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
标语非常醒目。经过深度整合，“无差
别受理”、社保、税务、不动产、公积金、
公安六大板块办事窗口对外开放。

服务大厅一楼$'个一字排开的
“无差别受理”窗口是“最多跑一次”
改革“)*%版”的亮点之一。为此，大厅
改造、制度建设、人员培训等一系列
前期筹备工作早在半年多前就已紧
锣密鼓地进行着。
目前，进驻中心的政务服务事项

达+))"项，其中#"&项实现“无差别受
理”。接受记者采访时，窗口工作人员
李冉冉刚为朴先生办结外商投资企
业董事变更手续，从材料递交到审核
到变更完成，前后不过半小时。从“一
窗受理”到“无差别受理”的升级，李
冉冉最直观的感受是“事项越来越清
晰了，受理材料越来越少了”，在前来
办事市民的回馈中，“非常方便”是她
最常听到的话。“以前办事找部门，现
在办事找窗口，绝大多数办理事项当
场就能办结。”

受理窗口的升级是直接能看到
的，而看不见的系统和办事流程的升
级，却是背后最有力的支撑。“要实现
无差别受理，首先需要一个统一业务
受理平台。基于政务服务网，我们有
一个一窗受理平台，这个平台的受理
建议要推送到各个业务部门的系统，
那里就要做相应的系统对接。”行政
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信息化建设工
作人员李文阳说。
据李文阳介绍，对接过程比较复

杂，涉及各级系统，各系统网络环境
不一样，特别是公安、税务等专网对
接特别难。“目前我们已经对接了,个
国部级系统、)"个省级系统以及-个

市级的系统，相当于市级系统全部完
成对接，部分省级和国部级系统的对
接还在持续推进中。”

系统对接后的数据共享主要围
绕“减材料”展开。伴随着业务流程再
造，如今数据共享后$+)个民生事项
已经实现一证通办，市民办事仅需提
供身份证，不需提供任何政府部门出
具的材料；+$-个企业事项，只需凭企
业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投资项目赋码
实现一证通办。

信息化助力
%一件事&最多跑一次
“我们最大的亮点是信息化，最

大的难点也是信息化。”行政服务中
心管理办公室综合处处长曹云说，
$%+&年“最多跑一次”改革主要围绕企
业、群众办事中的“一件事”进行梳理，
在不动产、公积金、投资项目等领域实
行一个窗口进件，后台分类审批，统一
窗口出件，真正做到了“一窗受理、一
套标准、一网通办、一次办结”，实实在
在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一件事”顾名思义，并不是单一

指某件事的某一环节，而是整件事情
的全流程。说来容易，但真正要做到
并不简单，这需要多部门之间业务的
协同，办事流程再造。
“比如在不动产交易登记方面，

围绕办房产证这‘一件事’，把住建、

国土、税务三个部门建立业务协同系
统，统一收件、信息共享、同步分发，
实现办理不动产证书"%分钟出证。”
在李文阳看来，要实现“一件事”跑一
次，不同部门间的业务协同就是实现
信息化要着力打通的渠道。
为了更好地打通各个环节，衢州

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已经从最初的
政府部门、行政服务中心向乡镇基
层、公共服务企业、第三方中介机构
延伸。“比如在办理公积金贷款，我们
的服务已经向金融机构延伸。”据介
绍，以往办理公积金贷款，要先去单
位出具收入证明，再去房管部门打印
房产证明，还要去银行等等，需提交
+,份材料。现在贷款人只需携带身份
证和购房资料，服务中心二楼的公积
金办理专区引入了多家有公积金贷
款资质的银行，公共区域内甚至配备
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报告自
助查询机”，可现场查询并打印相关
证明，办理业务从以往的需要在-个
部门跑+%次变为一次办结。这样的探
索和尝试得到了住建部的高度肯定，
发文建议全国推广。

如今，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落脚点和攻坚
点，这也成为了衢州市大力推进重点
领域改革突破的契机。“$%+&年，在国
务院组织的第五次大督查中，《衢州
市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最多跑一

次’示范市》作为典型案例被推广；我
们也获得了长三角城市治理最佳实
践案例评选最佳案例奖，在营商环境
治理上获得非常大的突破。”曹云说。

政务智能化
正瞄准%一次都不跑&

为什么是衢州？相信问这个问题
的人不在少数。机会，往往更青睐有
准备的人。据介绍，$%+"年初，衢州市
的“四单一网”建设就已走在了浙江省
前列。在大量考察调研基础上，同年#

月衢州市探索实施“一窗受理、集成服
务”改革，正是这项改革，契合了“最多
跑一次”改革的精神。

$%+-年'月浙江省“最多跑一次”
改革座谈会在衢州召开，将衢州“最
多跑一次”改革实践形成的机制、制
度、软硬件建设等全盘向全省推广。
“我们会继续在‘最多跑一次’改

革方面发力，努力做到持续领跑。积
极推进信息化和标准化，努力打造全
省、全国最优营商环境。”曹云说，衢
州行政服务将信息化、标准化推动审
批便利化、智能化，服务精准化，以打
造中国营商环境最优城市，打造“无
证明办事之城”、“掌上办事之城”。
具体怎么做？李文阳说，现在说的

是“最多跑一次”，但最好是“一次都不
跑”。“今年，我们将进一步精简表单，
主推网上办理、掌上办理。”记者了解
到，在名为“浙里办”.//里，已有,0#

个事项实现了掌上办理，今年争取实
现&12的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理，“我
们的信息化将围绕建设‘掌上办事之
城’的目标，结合实名认证、电子签
章、人脸识别等技术进行，把政务服
务向‘一次都不跑’方向推进。”
在李文阳的构想里，今天打通的

渠道、积累的数据将成为明天更好服
务的基石，在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引导
的基础上，政务服务将尝试主动服
务，迈前一步，把服务做到老百姓办
事的最小场景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