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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既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
生动力的关键举措，也是应对当前复
杂严峻形势、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现
实选择。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全力打造“三无”“三可”营
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水平，促进市场
主体倍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
作取得了扎实成效。

与日俱“优”的营商环境，已经成
为全方位推动运城高质量发展的“第
一动能”。

深化“放管服”

足额释放“改革红利”

取消 19 项、承接 22 项、下放 14 项
行政审批事项，推出 231 项“马上办”
事 项 清 单 ，发 布 218 项“ 一 件 事 一 次
办”高频服务套餐，梳理规范 50 项标
准化全链条服务套餐……

去年以来，按照省政府要求，我市
严格落实“简政放权”相关部署，从根
本上对治理能力进行了再优化、再设
计。

改革，除了流程和程序上的革新，
更有具体事件和场景的突破——

强力推进“工改”，目前共完成工
改系统网上审批项目 735 项，排名全
省第二；

助力企业开办，持续压缩市场主
体开办时间，网上提交申请全部在 0.5
个工作日内办结；

推行新设市场主体“零成本”，为
新设立市场主体免费提供首套印章，
免费发放税务 UKey，免费帮办代办，
免费复印证件；

市县两级全面实现市场主体开办
“全帮办、半日办、零成本”；

深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截至
8 月 底 ，全 市 四 种 改 革 方 式 共 办 理
13102 件，惠及企业 12932 户，被省里
考核评定为优秀等次；

全力推进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
我市在全省率先全面启动核准类承诺
制改革，备案类承诺制已完成立项审
批事项 93项；

扎实推进“承诺制+标准地+全代
办”工作，全市 12 个开发区集成推进

“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项目共 97
个 ，总 投 资 281.7 亿 元 ，供 应 标 准 地
7021.3亩；

着力推进“跨省通办”“全域通办”
向快办、易办转变。推动我市与渭南、
三门峡、临汾等市的区域通办；与山东
德州、宁夏中卫等黄河流域干线 6 省

（自治区）20 市 172 县（市、区）共同签
订《黄河流域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
作协议》，推出两批关中平原城市群

“跨省通办”事项清单……
改革，同样离不开考核与督查的

推进、巩固。
早在 2020 年，我市就将优化营商

环境列入市委“五抓一优一促”经济工
作主抓手主要内容，同时优化营商环
境被列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指标进行
单项考核。特别是从今年 7 月起，又
通过后台抓取数据方式强化对各县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日常监管，市县两
级齐抓共管营商环境的良好态势初步
形成。

截至 8 月份，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累计开展 2 轮 32 次优化营商环境专项
监督检查，发现各类破坏营商环境问
题线索 119 条，挂牌督办 46 件，目前办
结 45 件。全市共查处破坏营商环境
案 件 166 起 ，给 予 党 纪 政 务 处 分 190
人。

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并辅以制度
保障，形成了优化营商环境“顶层设
计、高位推动、督导考核、协同联动”的

“运城特色”，推动着我市营商环境逐
年向优：

2021 年，我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排名全省第一。今年 6 月 2 日，我市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获
得国务院通报予以督查激励。在全省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我市是唯一获
此殊荣的地市。

提高服务质效

创新破解“关键小事”

“放管服”改革包括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三个方面，其中“放”
是立足点，“管”是着力点，“服”是出发
点和落脚点。

整体而言，“放管服”是手段，优化
营商环境才是目的。把群众和市场主
体的“关键小事”当作政府的“心头大
事”，打通梗阻、畅通循环，建设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放管
服”改革是不二法门。

今年 5 月 18 日，山西大禹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大禹生物）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我省 2022
年上市“第一股”，也成为运城市第一
家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

大禹生物董事长闫和平说：“上市
不仅能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更重要
的是可以提高企业的影响力与知名
度，在更高的平台上推动企业更健康、
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

企业上市，只是芮城县落实惠企
政策，助推市场主体提质增效的显性
成果。

采取“政策找人”方式，主动为企

业减税降费 4.2 亿元，协调解决问题
100 余个；建立“市县合作”政府性
融资担保公司，搭建政银企对接平
台 ， 发 放 中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27.69 亿
元，较上年增长 15%；先后为宏光医
玻公司争取各类信用贷款和过桥资金
4 亿余元，彻底解决了企业发展资金
瓶颈问题……

今年以来，芮城县以优化营商环
境为指引，以要素保障为重点，大力提
高政务服务水平，实现了全县重点企
业顶天立地、小微企业星光灿烂的生
动局面。目前，以大禹上市为引领，亚
宝整合、证道投产、大唐重生、宏光脱
困、西建转型、国臣发力、南通分变子、
中联落地、金冠股改等十大龙头项目
竞相争辉。

今年以来，我市将便民利企作为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的主战场和试金
石，铸造了一系列服务品牌，摸索出了
一大批好经验——

打造“好运办”政务服务品牌。以
打造“更高标准、更高效率、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的“好运办”运城政务服务
品牌为统领，各县（市、区）全部构建了
富有地方特色的政务服务品牌，有效
推进了全市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便利化建设；

推行“四零服务”机制。在涉企服
务事项上，推行以零距离、零收费、零
延迟和零投诉为主要内容的“四零”服
务机制，被省政府列为创新案例；

提升政务服务便民化水平。在全
省首家实现“7×24 小时不打烊”自助
政务服务超市市县两级全覆盖，市县
两级全面推行“5+2”政务服务模式，
推动建立完善 147 个乡镇便民服务中
心；

强化社会监督。在市 12345 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受理中心设立优化营商

环境投诉咨询专席，强化“好差评”系
统结果运用，以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
作为营商环境的评价标准；

帮办体系提档升级。积极构建市
场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建立、完
善市县乡村四级帮办体系，全市帮办
代办网点由 2021 年年底的 510 个增加
到如今的 1206 个，帮办代办户数占到
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 60%以上；

培育市场主体。引导万达、东星、
新象城、欢乐港等商贸综合体转变经
营理念，调整优化商品品类，丰富体验
式业态，向“商品+服务”转型。支持
重点商贸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资源
整合，打造大型、专业、品质高、业态好
的大型连锁商超企业，荣河 1+1 超市、
万荣易家超市在中心城区投资建设连
锁 超 市 15 家 ，形 成 了 具 有 一 定 影 响
力、知名度的区域品牌……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通过做好
优化服务的“乘法”，我市政务服务水
平明显提升，服务方式高效精细，利企
便民特色明显，逐步实现着从管理型
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培育市场主体

逆势推动“量质双升”

营商环境优不优，企业最有发言
权。政务服务能力强不强，市场主体
感受最直接。“放管服”改革的成果，归
根结底还是要体现在老百姓和市场主
体的获得感中。

今年以来，为有效应对疫情影响，
市县两级财政投入 9500 万元发放数
字消费券，以激活消费市场，助推商贸
服务业复市复营——

截至 8 月 5 日核销结束，市财政
1000 万元通用数字消费券，累计核销
996.76 万元，拉动消费 5986.85 万元，
杠杆系数 6.01；

截至 8 月 30 日，我市共发放 8 批
汽车消费补贴资金，共计 1948.9 万元，
涉及车辆 6143 台，拉动消费 8亿元；

13 个县（市、区）累计核销数字消
费券 4527.17 万元，拉动消费 2.47 亿
元……

这些措施在给市民带来实惠的同
时，也有效激活了消费市场。

对市场主体的帮扶，还体现在特
殊时刻的要素保障上——

截至 8 月末，全市银行业金融机
构各项贷款余额 1917.46 亿元，同比增
长 18.69%，全省排名第一；

市财政安排市场主体发展资金
3.448亿元，全部按进度落实到位；

全市新增退税减税缓税 43.68 亿
元，全市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
449户次，加计扣除税额 1.81亿元；

全市出让建设用地 194 宗，出让
面积 529.6979 公顷。处置批而未供土
地 2649.1634 亩 ，处 置 闲 置 土 地
796.7085 亩，有效保障市场主体发展
用地需求；

全 市 累 计 培 育 技 术 经 理 人 527
名、企业政策联络员 530 名，累计促成
技术合同交易额达 136.41亿元；

全市争取批准使用能耗项目有
64 个，涉及能耗增量 56 个项目，合计
增加能耗 73.85万吨……

不管是相关助企纾困政策的落
实，还是在具体推进实施中的创新，我
市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催生发展动力，推动市
场主体持续快速增长。

全市市场主体倍增工作在今年一
季度取得首季“开门红”的基础上，各
项工作持续稳居全省前列，“增量”的
旧优势继续保持，“提质”的新优势又
渐走强：

市场主体增速明显加快。截至 8
月末，全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50.2 万
户，比 2021 年年底净增长 17.64%，提
前一季度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1
月—8 月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 10.7 万
户，增长量排名全省第一，同比增长
118.42% ，日 均 新 登 记 市 场 主 体 445
户，达到去年同期的 1.6倍以上；

新登记市场主体质量有效改善。
截 至 8 月 末 ，全 市 新 登 记 企 业 29034
户，其中新登记二三产企业 22605 户，
净增长 19437 户，净增长率 20.13%，涉
企各项指标均排名全省第一；

市场主体千人拥有率稳步提升。
目 前 ，全 市 每 千 人 拥 有 市 场 主 体
105.17 户，较 2021 年年末的 90.27 户上
升了 14.9户，首次实现破百；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增长迅速。截
至 8 月 末 ，全 市 新 增 涉 税 市 场 主 体
70624 户，较 2021 年年底的 150539 户
净增长 46.91%。其中，2022 年新登记
市场主体涉税 44634 户，占新登记市
场主体 49.67%……

社会经济发展要靠市场主体，营
商环境又是市场主体的“生命之氧”。
要真正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唯有
永不停歇地优化营商环境。在没有最
优只有更优的优化营商环境“竞赛”
中，运城市场主体培育工作实现着从

“量的倍增”到“量质同升”的转变，也
实现着从“培育市场主体”到“输出经
验模式”的转变。

营商环境，正逐渐成为运城的新
名片和最核心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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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蔬菜大棚，依托产业增收致
富；全力扶持务工就业，确保固定收入；
按需分配公益岗，兜牢兜实底线……

面对持续疫情带来的务工回流和
农产品销售难的双重压力，夏县县委、
县政府以产业带动为基础，以就业扶
持为支撑，以社会兜底为底线，举全县
之力全力以赴抓好脱贫人口持续增收
工作。

产业带动

“你们看好了啊，小苗低于 5 个叶
的不栽，粗细按照这个标准啊……”9
月 13 日，在夏县南大里乡“夏鲜”蔬菜
智慧产业园一个育苗棚内，一名技术
员边作示范，边给种植户讲解蔬菜栽
培的技术要点。

在这名技术员身边，站着一个既
是种植户，又是助理的工作人员王红
军。只见他一边认真听技术员讲解，
一边不停地把蔬菜小苗递到技术员手
中。

45 岁的王红军是南大里乡长兴
村人，家有 6 口人，他本人患有严重的
腰椎间盘突出，爱人身体也不太好。
曾经的他们不但要供两个孩子上学，
还要赡养两位老人。他养过鸡，在工
地打过零工，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2021 年开春，在时任县政府办驻
村第一书记刘亚温的推荐下，王红军
来到“夏鲜”蔬菜产业园做了一名技术
员助理。同时，他自己也承包了两亩
大棚，尝试着种植辣椒。

“夏鲜”蔬菜智慧产业园内，有一
栋占地 4300 平方米的现代化玻璃温
室，它和后方的 3700 平方米连栋育苗
棚构成了年育苗能力 6000 万株的现
代化育苗中心，为周边 5000 余栋蔬菜
大棚提供优质高产的蔬菜种苗，帮助
菜农选好种、育好苗。

“辛苦点，大棚辣椒一年能种两
茬，亩产 7000 多斤，能卖四五万元。”
王红军说，脱贫后他在产业园边务工，
边 管 理 大 棚 ，现 在 年 收 入 达 到 10 万
元，比以前好很多。

“夏鲜”蔬菜智慧产业园负责人崔
丽娟介绍，园区内像王红军这种长期
务 工 的 脱 贫 户 有 5 个 。 连 栋 育 苗 棚
内，一年四季都可以育苗，育的主要是
辣椒、西红柿苗。忙的时候需要 20 人
左右。

南大里乡的蔬菜产业是脱贫户增
收的主要发力点。

与王红军一样，依靠产业过上好
日子的，还有埝掌镇枣庙村的周红学。

58 岁的周红学与儿子、儿媳一起
生活。周红学为给患心脏病的爱人治
病 ，曾 经 欠 下 了 30 多 万 元 的 外 债 。
2004 年，枣庙村开始大力发展花椒产
业。周红学把家里的十几亩地全部种
上了花椒。

说起枣庙村的花椒产业，绕不开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永平。

2010 年，周永平牵头成立了夏县
四季飘香花椒专业合作社，从种植到
管理再到采摘、后期加工，形成了一套
完整的管理模式，带领村民致富。

“我们村的耕地比较贫瘠，在试种
了很多农作物后，我们发现这里适合
种花椒。”周永平介绍道，但种植花椒

得七八年才能丰产，合作社成立以前，家
家户户都是单打独斗闯市场，收入很不
稳定。2010 年以后，村民跟着合作社种
花椒，收入大大提高。周红学家的十几
亩地，年收入高达七八万元。

“前几年发生了一场冻害，有几亩花
椒苗被冻死了，在合作社的帮助下及时
补栽了小苗。即使现在只剩下七八亩盛
果期花椒，一年至少还能挣四万元。”周
红学高兴地说，去年儿子结婚了，给爱人
治病欠下的钱也还完了，家里现在没什
么大的花销，感觉很轻松。

夏县有 64 个脱贫村、10034 户脱贫
户，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夏县立足区
域和资源禀赋，紧紧围绕农业“特”“优”
战略，突出产业发展，制订了《关于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逐村制订帮扶方案，逐户制定帮扶
措施，实现带动主体全覆盖。

该县投资 4.07 亿元，通过新建夏乐
西瓜温室大棚 3 万亩，打造“夏鲜”蔬菜
产城融合示范区、供港蔬菜智慧产业园、
夏县优质花椒产业园建设等项目，持续
提升“夏”字号特色农产品品牌知名度。
全县累计发展特色产业 5.79 万亩，带动
脱贫户 8580 户。今年 1 月—7 月，户均
产业收入 3万元。

就业帮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在帮助脱贫户持续增收工作中，夏

县县委、县政府根据每个脱贫户的实际
情况，抓紧每一个务工就业机会，力争为
每个脱贫户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埝掌镇，有一家制衣公司，它的制
衣车间常年为附近村庄的留守妇女提供
就业岗位，其中不乏脱贫户。

采访当天，记者来到该制衣车间，只
见 20 多名女工坐在各自的缝纫机前麻
利地缝制服装。其中，就有来自埝掌镇
上冯村的脱贫户王良彦。

王良彦家有 5 口人，婆婆肢体残疾，
两个孩子都在上学，爱人常年跑大车。
以前，她在外面打工时从事的就是缝纫
衣服的工作，但是外出务工又顾不了在
家上学的孩子。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后，
为她在家门口安排了同样的工作。

“我们的工资是计件制，每天工作时
间是早上 8 点到下午 6 点，要是不加班的
话，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家里没事就加
会班，一般是加到晚上 8 点，加班的话一
个月能挣三四千。”王良彦说，这份工作
比较灵活，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兼顾家里
农活、照顾上学的孩子，而且就在家门
口，很方便。

这家制衣车间由运城华帆制衣有限
公 司 于 2017 年 开 办 ，负 责 人 张 辉 玲 介
绍，工人都是附近几个村的，最多时有
22人，其中脱贫户有八九个。

同样的，枣庙村在发展花椒产业的
过程中，也为脱贫户提供了许多务工机
会。

“花椒从地里采摘回来，我们会对它
进行烘干，之后再用筛选机把花椒按大小
分选两遍，最后通过色选机分选达到一定
红度的花椒。”周永平介绍道，枣庙村有
657 户、2000 多口人，其中脱贫户 300 多
户。合作社发展花椒产业后，带动了本村
和周边村共 400多户脱贫户持续增收，同
时，花椒采摘回来后的一系列工序，也都

由脱贫户来做。合作社按小时计费，男工
一小时 10元，女工一小时 8元。

为做好脱贫户务工就业工作，帮他
们持续增加收入，夏县县委、县政府下发
了《全县脱贫劳动力就业信息摸底核查
工作方案》，对 21171 名脱贫户和“三类
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
发严重困难户）就业信息、就业需求、技
能培训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建立健全
就业动态台账，做到底数清、信息准。

同时，该县坚持“四精准、四确保”工
作举措，扎实开展“春风行动”“就业帮扶
行动日”等活动，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8 场
次，发布就业岗位 5900 余个，发放宣传
材料 2万余份，“点对点”做好对接。

目前，全县脱贫劳动力实现务工就
业 12967 人，同比增幅 5.34%，其中省外
务工 4762 人，省内县外务工 3122 人，县
内务工 5083 人（公益岗 393 人），实现了

“两个高于”（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
人数高于去年，省外务工就业人数高于
去年）的目标任务。

此外，夏县严格落实《夏县脱贫劳动
力务工就业和产业发展促增收专项行动
方案》《夏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
乡村振兴基础工作专项行动方案》等，把
开展问题排查整改、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
和产业发展促增收、强化基础工作三个专
项行动贯穿全年，今年共投入巩固衔接整
合资金 1.09 亿元，实施 234 个项目，用于
脱贫村产业发展 102个项目，用于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教育帮扶、三保障和饮水安
全 132个项目，每个项目建立同脱贫户紧
密联结利益机制，共带动 2300 余名脱贫
人口在县内务工就业。

社会兜底

在埝掌镇崔家河村，村民赵小燕一
大早就来到村委会整理办公室、会议室。

赵小燕今年 51 岁，家里是崔家河村
的脱贫户之一，她家有 5 口人，公婆都已
80 多岁，爱人双腿重度残疾，女儿正上
高中，家里只有她一个劳动力，主要经济
来源是小卖部和七八亩耕地。

为照顾这家人的生活，赵小燕家被
确定为低保户，从 2019 年 10 月开始，赵
小燕被安排到村委会做一些打扫卫生的
活儿。

“每天都要去村委会收拾一下，打扫
办 公 室 、会 议 室 、广 场 ，有 时 去 修 剪 花
园。一个月 800 元工资。”赵小燕说，去
年，县里集中光伏电站拿出 100 万元设
置了 100 多个公益岗，村党支部经过再
次研究，并结合她从事的工作性质，把她
的岗位定性为公益岗。

崔家河村全村 1400 多口人，常住人
口有 700 多，早在 2018 年，崔家河村就全
部脱贫，全村就赵小燕这一个公益岗。

有低保金、公益岗收入、商店收入，
再加上地里的庄稼收入，如今，赵小燕家
收入来源稳定。她说，这些收入就能够负
担家庭日常开销和孩子上学的费用了。

为确保脱贫户持续增收，夏县加大
财政投入，兜牢兜实底线。县财政每年
拿出 185 万元，对全县 413 户中有劳动能
力和弱劳动能力的监测对象家庭，每户
确 定 一 个 公 益 岗 ，共 计 在 全 县 设 置 了
363个公益岗，实现户均增收 4500 元。

“政府出资为全县所有脱贫户购买
防止返贫保险，对年人均收入低于 6500
元的群众，进行差额补助。2021 年这项
补助共涉及 67 户、208 人、5.01 万元；对
于存在返贫风险的重点监测户，进行每
人 306 元 的 救 助 ，涉 及 787 人 、254 户 、
23.9 万元，总计金额 28.91 万元。在巩固
衔接期内，这项政策将持续得到落实。”
夏县乡村振兴局局长李向东介绍道。

今年 8 月，该县完成了低保、特困供
养人员标准提标，低保标准从 5484 元提
标为 5832 元，人均年增 348 元；特困标准
从 8226 元提标为 8748 元，人均年增 522
元。低保提标后，全县享受农村低保对
象 5487 人（其 中 脱 贫 户 和 三 类 户 4226
人），发放资金 1508.94 万元；农村特困人
员 403 人（其中脱贫户和三类户 390 人），
发放资金 241.04 万元；全县农村持证残
疾人 11098 人（其中脱贫户 3422 人，三类
户 243 人），重度残疾人 4787 名，发放护
理 补 贴 262.73 万 元 ；困 难 残 疾 人 2010
人，发放生活补贴 80.98万元。

“国家乡村振兴局确定的脱贫人口
年度人均纯收入统计周期为上年 10 月
至下年 9 月。2021 年 10 月至今年 7 月，夏
县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1354.23 元，已
经比 2021 年度的 10290 元增长 1064 元，
年度预期增速将达到 20%以上。”李向东
说，下一步，夏县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各项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切
实把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作为当前最大的
一项政治任务，作为防止规模性返贫的
底线目标，抓紧抓实脱贫人口产业发展、
务工就业、兜底保障等各项惠民政策落
地见效，实现脱贫人口持续增收，进一步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产业带动，就业帮扶，社会兜底，夏县举全县之力——

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层楼
本报记者 范 娜 通讯员 杨 哲

▲脱贫户王红军在检查白菜苗培育情况。
▼脱贫户王良彦在当地一制衣车间就业。 本报记者 范 娜 摄

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市场主体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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