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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山西阳泉：奋力打造营商环境“强磁场”

1 至 4 月，山西省阳泉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4 月份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5.2%，较上月回升 17.7 个百分点；投

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1 至 4 月全市工业投资增长 8.8%；4 月当月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完

成 5.8 亿元，增长 41.3%……

今年以来，阳泉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营商环境之“优”，谋发展之

“进”，经济运行表现出强劲活力。

高位推动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项目的审批手续办得特别快，快

得超乎我的想象！ ”回忆起项目审批的

经过，多氟多阳福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王轶皓直竖大拇指。

作为省级重点工程，多氟多阳福新

材料有限公司从落地阳泉就备受瞩目。

王轶皓告诉笔者， 办理项目审批手续

时，因为企业刚成立，人员少、工作多，

准备材料不充分，审批大厅的工作人员

每次都笑脸迎接， 还帮助填写表格、打

印材料，给他们省了不少事。

相关部门提前介入， 各个环节主动

服务，真正使项目单位的“急难愁盼”变

成了“易快好省”。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雨露， 对市

场主体而言，不可缺少。 哪里的营商环

境好， 哪里的投资经营活力就充足、创

新水平就高，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就快。

近年来， 阳泉市委、 市政府以服务

企业和民生需求为导向，以市委“14510”

总体思路和部署为引领，以全面落实营

商环境首位战略为主线，全力打造“三

无”“三可”“五个环境”“五有套餐”营商

环境，精心筑“巢”，待“凤”来栖。

在 阳 泉 高 新 区 ， 初 步 构 建 了

“1+4+N”的 2 .0 政策体系，即以《山西

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统领，招商引

资、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引育 4

大板块为核心，N 个政策为配套的顶层

设计政策体系，全年先后出台各类政策

15 个；

在阳泉矿区，“一枚印章管审批”的

改革探索不断走向深处，“开办企业”由

之前 6 个环节合并为 2 个环节，将企业

投资备案项目改为即办件，政府投资项

目审批时限由原来的 20 至 50 天缩减至

4 至 5 天；

在阳泉城区， 全区顶格落实国家、

省、 市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

以真金白银的“硬核 ”举措全力帮助民

营企业纾困解难，2022 年， 城区累计为

各类市场主体减免税费 4.1 亿元； 累计

发放政府消费券 1435.5 万元，直接带动

消费 1.08 亿元，撬动比达 7.53；累计为

1000 多户“夜经济”从业者办理了经营

手续，主动把政务服务送到街头 、送达

商户……

阳泉始终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

为转型发展蹚新路和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坚实支撑 ， 截至 2022 年 12 月

底，全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12 .9 万户，

同比增长 32 .1%，其中新登记市场主体

4 万户，同比增长 170 .10% ；85%的市场

主体注册实现 3 小时内办结，工建领域

审批时间从 3 至 6 个月缩减为 7 至 30

天 ，编制“一件事”集成服务套餐 808

项，减证便民、减税降费等便民利企措

施不断推进。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不仅让企业

和百姓有了沉甸甸的获得感，更让阳泉

成为投资创业的热土。

提升温度

为企业群众提供贴心服务

“吐槽窗口”———在阳泉高新区政务

服务大厅里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窗口。

“我对网上办证的流程不熟悉 ，到

‘吐槽窗口’反映，很快得到了工作人员

的大力帮助。 短短十几分钟，就帮我办

好了。 ”对于前来办证的市民韩先生来

说，原本以为会费一番周折 ，没想到在

“吐槽窗口” 的帮助下成了一次愉快的

经历。

小窗口解决大问题，无论企业还是

群众，无论在办事的过程中遇到怎样的

“疑难杂症 ”，都能来“吐槽窗口 ”解决

问题。

在“吐槽窗口”旁边的宣传海报上，

还标明了联系电话、投诉电话和反映邮

箱。 对于搜集到的问题，阳泉高新区逐

项研究分析 、追根溯源 ，并派发督办单

到相关窗口、科室，要求限期整改解决：

简易事项 1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一般

事项 3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疑难复杂

事项 15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确保“事

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作为深化“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的“主力军”和“排头兵”，阳泉高

新区着力在打造营商环境品牌服务上

做文章 ，推出了“泉”告知 、“泉”代办 、

“泉”减免、“泉”保障四位一体的“泉”服

务体系，不断为企业“减负”———

实行“潮汐窗口”管理模式，灵活调

配，提高窗口办事效率，为企业、群众节

省时间；不断提升政务大厅“一站式”服

务功能，推进事项“应进尽进 ”，协调涉

税、水电气热代办、企业社保、刻章服务

等进驻大厅；建立“线上”“线下”双向联

动，通过建立预约服务、链式服务、微信

群服务等，让数据跑替代人工跑。

……

营商环境好不好、优不优 ，不是说

出来、喊出来的，是群众和企业感受出

来的，阳泉高新区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也成了全市不断提升服务温度的缩影。

阳泉市坚持群众有所需、 政府有所应，

以更高标准提升服务质效，始终把服务

放在突出位置 ，强调主动服务、精准服

务、有效服务。 同时，锚定一个“准”字，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痛点堵点，出实招、

见实效， 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

建章立制

为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有法律顾问把关， 我们非常放

心。 ”在阳泉矿区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

内，前来送审合同的工作人员由衷地向

法律顾问表示感谢。 当天，在审核把关

中法律顾问及时发现合同中不合适的

地方，帮助其避免了后期合同履行时的

法律风险。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阳泉

矿区将法治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 、全

局性工作常抓不懈 ， 将优化营商环境

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 ， 将法治转化为

竞争优势 ， 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良好环境，更好地激

发市场活力。

阳泉矿区地处城郊接合部，矿居交

融、人口密度大、工矿企业多，辖区内有

多家省属国有重点企业因企业改制、重

组等衍生出许多情况复杂的矛盾纠纷。

为此，矿区人民法院积极发挥民事审判

职能作用、 推动府院联动机制建设、探

索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多元解纷模式，突

出问题导向，梳理劳动争议审判中的主

要问题，集社会之力实现了有效化解劳

资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

今年 5 月，阳泉矿区人民法院还撰

写完成了 《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白皮书

（2018—2022）》，在对近年来劳动争议案

件总结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督促企业

规范用工，引导劳动者合法、理性维权，

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合力化解劳动争议

纠纷，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不仅如此，矿区人民法院还进一步

加强在劳动争议审判领域的诉源治理

工作， 创新引入诉讼非联动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能动司法作用，与阳泉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及驻地省属国企

共同成立诉非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了诉非联动工作机制，并设立了涉劳动

争议领域“诉非联动工作室”，阳泉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劳动行政、企

业工会、人力资源等部门、组织共同参

与化解矛盾纠纷。 同时不断完善劳动争

议预防预警处置机制 ， 通过“五级预

警 ”，利用“五方联动”，参与“五级调

解”，快速化解各类劳动争议，把矛盾消

灭在萌芽状态，逐步形成劳动争议纠纷

案件多元解纷矿区法院经验。

（苏晓晨）

6 月初的皖北大地上， 风吹麦浪，

一片金黄，一幅丰收画卷正徐徐铺展。

刚下过几场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

县旧县镇张槐村种粮大户徐淙祥来到

田间，查看小麦长势。“虽然遇到雨水灾

害，但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的小麦品种

优良，科技含量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

强。 ”徐淙祥说。

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徐淙祥在农

业机械化和高效施肥等方面下了不少

功夫，“今天马上就要收割，农机手已经

在路上了， 这 1230 亩麦子，3 天就能收

割完”。

当地人都知道这样一句顺口溜，“优

质高产多打粮，快找劳模徐淙祥。 多收多

打又多卖，每亩增收几百块”。 在张槐村

农作物绿色高效试验示范田， 徐淙祥屡

屡创下小麦、玉米等安徽单产纪录；领衔

或参加研制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成为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法宝”。

在安徽这样的农业大省，许许多多

像徐淙祥一样的新农人， 用勤劳和智

慧，为端牢中国人的饭碗挥洒汗水。

青青的秧苗， 不是长在稻田里，而

是住进了宽敞明亮 、高大气派的“小洋

楼”，还上上下下坐起了“电梯”，轮流享

受阳光雨露滋润……在六安市金安木南

产业园智能工厂化育秧中心，现代农业

科技的神奇“魔法”让人赞叹连连。

过去，育秧靠人工，流程繁琐不说，

还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 现在，用立体

水肥药一体化循环运动式育秧方法，不

仅占地少、效率高，还大大降低了劳动

力成本。 金安木南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和科技园负责人高宗奇算了一笔账：每

年春季开始育秧，含少量双季稻育秧苗

可循环达七八次， 年产近 60 万苗盘，总

育秧量可用于机插苗面积 3 万多亩；水

稻季节过后，还可培育食用菌和规模化

蔬菜育苗等 ， 提高利用率 ， 年产值达

1600 万元。

正是无数像徐淙祥、高宗奇这样用

“头脑”种田的新农人，赋予了这片希望

的田野更多生机与活力，带动更多老乡

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大道。

山路蜿蜒，通向位于大别山北麓的

六安市裕安区狮子岗乡桃花仙谷 。 过

去，这里是一片荒山岗。 狮子岗乡投入

1.2 亿元，在重点区域修建产业路，完善

旅游公厕等各项配套设施，实施环境整

治提升工程。 通过“公司 + 基地 + 合作

社 + 农户”模式，带动周边 2000 多户农

户发展桃产业， 红桃种植面积超过 2.6

万亩，鲜桃年产量达 3.2 万吨，户均增收

2 万多元。

如今， 这里花果飘香， 游客络绎不

绝。“新华大红桃”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桃

花仙谷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旅游

点。 从桃酒、桃胶、桃木制品，到桃产品综

合交易市场、果品大赛、桃花节……产业

链的不断延长，让村民品尝到了共同富

裕的甘甜滋味。

看到如今农村有了奔头，徐淙祥的

孩子们都把根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地。

孙子徐旭东大学毕业后，返乡从事种子

和农业科技研究 ， 在田间摸爬滚打 5

年，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带头人。

粮食产量连续 6 年稳定在 800 亿斤

以上 、居全国第 4 位，绿色食品全产业

链产值突破 1 万亿元———安徽这个江淮

大粮仓，正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路上步

伐矫健。 （杜铭 梁睿 原洋 仇莉娜）

新农人播撒田野新希望

启航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