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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悦远来风物新
本报记者 成燕 李爱琴 王译博 孙志刚 刘伟平 孙雪苹 王梦琪 文 马健 李新华 图

营商环境是
稳定市场信心、
激发发展活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因素。去
年以来，郑州坚
持把优化营商环
境摆在工作突出

位置，从出台优化营商环境
“36条”、健全“亲清在线”政策
免申即享平台，到“一件事一次
办”上线运行主题场景 20类
405项、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
办率达93.2%，再到今年2月
举行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
对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郑州品
牌郑州标杆郑州模式”作出全
面部署，释放出以更优营商环
境、政务服务促进国家中心城
市加快建设的强烈信号。

一流的营商环境是最好的
“梧桐树”、最大的“吸铁石”。
数据显示，2023年，郑州新增
经营主体42.47万户，总量突
破200万户，位居中部六省会
城市前列。

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路”

从“窗口办”到“网上办”，从“群众跑”
到“数据跑”，从“多个部门办一件事”到

“一网通办”，从“逢检必查”到“无事不
扰”……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不断吸引企业在郑州安营扎
寨。据统计，2023年，郑州新增经营主体
42.47万户，总量突破200万户，位居中部
六省会城市前列。

与此同时，为更好服务郑州经济社会
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财产权利，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同样以“硬”举措优化服务“软”实
力，在“一窗受理”“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等便民服务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全程网

办”“全市通办”“全豫通办”服务，通过大范
围数据共享，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路”。

10:50，市民张先生在郑州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 CBD 服务大厅不动产登记“全
市通办”窗口提交所有材料，11:40 收到
自己申请的新郑市区一处房屋的跨区抵
押权注销业务已成功办结的通知。近日，
体验到不动产业务数据信息“全市通办”
便捷服务的张先生向记者赞叹道：“既不
用自己在网上操作，又不用跑到房屋归属
地办理，真是快速便捷，省时省力省心！”

据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线下“全市通办”是针对不同群

体、特别是中老年和异地群众的办理需
求，推出的一项便民新举措，通过“异地
受理、属地审核办结”的方式,实现“就近
办”“一次办”。同时即送即审、即审即
过、即过即送，确保跨区域登记事项在规
定时间内审核和推送完毕，提高办事效
能。截至目前，郑州已办理“全市通办”
业务 3000余件。

此外，该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 5月底，郑州市突破区域壁垒，已与
广州市签订了不动产登记“跨城通办”合
作框架协议，今后，两地企业及群众可享
受更大范围的异地“跨城通办”服务。

打造近悦远来营商环境

“小原帮办，说办就办”。中原区以打
造的政务服务品牌“小原帮办”为依托，深
化政务服务，便企利民。该区以“微窗口”
改革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在全省率先开
设“潮汐窗口”“共享即办窗口”，审批效率
提升30%。

中原区还率先建立跨区域信息共享
机制，有效解决“多地跑”“折返跑”等问
题。该区把政务服务事项下沉至街道、社
区，形成“10分钟政务服务圈”，方便企业
商户群众随时随地畅享“家门口”办事；在
全省率先开发“AI智慧小原客服”，同步
嵌入“郑好办”“原点在线”等平台，线下高
频咨询减少70%。

中原区还以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
理为抓手，加快建设智能体城区，推进AI
智能全场景应用、全区域覆盖，打造“平安
中原”“幸福中原”，推进“创新中原”，打造

“六最”营商环境。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走进二七

区，你会发现，用营商“软环境”的优化拼
出的发展“硬实力”，不断促进产业项目快
速推进。

“我们情况复杂，原本以为不动产证
一时半会儿拿不到，没想到咱二七区政务
服务中心这么给力，积极联系市政务办、
协调有关市直部门来我们这儿召开联席
会议，现场办公、全程指导，很快帮我们解

决了心头难题！”近日，顶益食品厂生产处
处长李仲景发出由衷的赞叹。

近年来，二七区持续降成本、破瓶
颈、优服务、提效能，不断增强企业发展
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潜力，全力打造“近
悦远来”的营商环境。从“店小二”“裁判
员”升级为“陪练员”，该区坚持以情感
人，与企业打成一片，扎实推进“万人助
万企”活动，常态化开展“四项对接”，设
立“美好政务爱企日”，全方位、高质量为
企业服务。同时，该区还全力打造“二七
帮·易企办”政务服务品牌，成功获评
2023 年度全省唯一一个县区级实体政
务大厅服务标准化试点。

政府创环境，企业创财富。作为郑州
市产业发展的主要承载地，经开区企业
多、项目多，如何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让
企业能更好地发展，是经开区管委会近年
来一直在研究的“课题”。

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给企业
创造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近两年，经开
区依托城运中心平台，探索创新“网格治
理+暖企服务”模式，做实做细企业服务
工作，逐步形成产业发展赋能基层治理、

基层治理服务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怎样做到既不打扰企业，又能及时掌

握企业的需求？经开区城运中心助企平
台及时上线，线上实时搜集信息，关注企
业发展，围绕企业需求开展全方位、全链
条精准服务。结合“万人助万企”，经开区
建立“企业宁静日制度”和“企业（家）接待
日制度”。根据规上企业、拟升规企业、小
微企业等不同企业性质，该区采取针对性
全链条式服务。

怎样发挥好职能部门“无事不扰、
有事办好”的作用？经开区依托网格员
优势，开展安全生产巡查、经济普查登
记等工作，将暖企服务覆盖到辖区每一
家企业，努力以“小网格”推动经济“大
发展”。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优化
营商环境是一项需要长期不断推进的系
统性、基础性工程。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征
程中，郑州一直在奔跑！

新型监管机制更有效

“本来以为很复杂，需要两地来回跑
好多天，没想到可以全程网办，只需要‘一
键提交’就把迁移和变更登记都办完了。”
近日，市民李先生到市场监管窗口咨询企
业迁移业务，通过工作人员介绍，他得知
市场主体迁移、变更登记不需要再到迁
入、迁出地“折返跑”，并在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仅仅用了 10分钟就成功办理迁移
登记业务。

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把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将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作为着力点，不断推动开办
企业便利化，强化市场监管创新，打造公
平有序、便民利企、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

2023年，我市持续优化商事登记“一
件事”一站式审批改革，开办企业与水电
气暖网联动办理，不断提升开办企业便利

化水平；持续推动电子证照归集，深化“一
照一码”“一照（证）多址”等审批制度改
革，不断完善准入准营规则和市场退出机
制；全面推行智能审批，“24小时不打烊”
智能商事登记入选“省经济体制改革十大
案例”，在全省推广应用。

如何进一步为企业“松绑”？该局通
过实施“双随机、一公开”升级版，运用“加
减乘除”四方法提升监管效能。

在联合监管上，他们做“加法”。该局
将校外培训机构、房地产、养老机构等领
域纳入《郑州市2023年度部门联合“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计划》，全市建立部门联
合抽查任务 481个，涵盖重点领域 26个，
参与部门 21 个，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协同监管机制。

在抽查频次上做“减法”，最大限度地

减少和规范涉企检查频次，在监管覆盖面
不变的前提下，将企业抽查比例由 5%降
至 3%、个体工商户抽查比例降至 2%，将
登记事项、公示信息等 18个检查事项合
并一次检查，有效压减现场检查频次，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实现对市场主体干扰的
最小化。

在监管与服务上，他们做“乘法”。执
法人员努力将监管寓于服务之中，主动建
立信用惩戒缓冲和容错机制，通过行政指
导、行政约谈等方式，帮助经营主体提高
诚信经营意识。

在分类监管上，他们做“除法”。该局
大力推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风
险分级分类深度融合，对守法诚信者“无
事不扰”，对违法失信者“利剑高悬”，将有
限的监管资源用在“刀刃”上。

“无事不扰，有事办好”

郑州卢森堡中心附近道路宽敞，环境优美

中大门购物中心成为进口商品的集散地

航空港区跨境电商，为郑州百姓购买进口商品提供了便利

蓝天白云下的郑州CCD，美得醉人

繁忙的新郑机场，工作人员正在指挥卢森堡航线装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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