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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热线智库“优秀建议”代表、成
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智慧治理研究所所
长徐霁表示，12345热线从小问题回溯大
共性，切实帮企业解决了难题。

“12345 助企热线”于 2023 年 1 月正
式上线，畅通了企业咨询诉求渠道。在
这些咨询诉求热线里，有可以及时解决
的个案问题，也有许多企业不约而同反
馈的共性难题，为找到其背后的根源，更

好地满足企业诉求，2023 年 8 月，12345
热线特色新型智库成立。

徐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比起点对
点地解决问题，我们更多的是从‘点’到

‘面’，寻找企业共性难点，从而研判问题的
潜在性、苗头性、趋势性，提出相应建议，推
动企业问题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我们加强了跟踪研究，发现去年
1—10月与企业融资发展相关的近100件

诉求中，多数指向了企业开具合规证明
时存在办理流程不清晰、办理手续复杂
等共性问题。”徐霁介绍，虽然近100条数
据在 11 万余条数据中占比很少，但事关
企业发展难点、政务服务堵点问题，十分
重要。12345 热线智库随即开展相关调
研，结合先进城市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最
后形成专题报告，建议在成都加快推行
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提升企
业办事效率，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娟 李艳
玲 王柳 摄影 熊一凡 李冬

12345热线智库代表徐霁：

从小问题回溯大共性 帮企业解决难题

把企业群众急难愁盼的需求清单
转化为尽力而为的责任清单

——成都如何做优营商环境，参会代表这样说

谈 体 会
利好实实在在

今年起，创新应用场景让企业办事不再难

企业要赢得发展，就要扫清前进路上的隐性壁
垒。只有打破阻碍企业发展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
门”，才能让企业真正甩开膀子、挺直腰杆、安心发展。

在推进会现场，“12345 亲清在线系列创新应用
场景”的重磅发布为在蓉企业发展的美好愿景画下
了蓝图。

企业融资遇难题？“蓉易贷”打通了线上审批流
程，实现数据多跑路、用户少跑路、机构高效放款、
融资成本降低，创业担保贷全流程从 2 个月压缩到
了3天；合法权益难维护？“蓉易诉”为企业提供了从
立案到执行的所有诉讼业务“一网通办”；惠企政策
读不懂？“蓉易享”汇聚了国家、省、市、区（市）县生
效期政策文件2065件，累计可申报事项1685项。企
业办税不方便？“蓉税乐企”针对企业初创阶段、成
长阶段和成熟阶段做出不同形式的细致服务；数据
资源怎么用？“蓉易用”的推出实现了企业数据供得
出、流得动、用得好。开具无违法违规证明流程很
繁琐？市场主体只需开具一份专用信用报告，即可
代替一摞无违法违规证明。

六大场景的发布，反映着成都持续提升优化营
商环境的坚强决心，也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
好，让企业从繁琐的流程、复杂的表格中解脱出来，
清清爽爽办成事。

改进实实在在
今年起，这个证明从“一摞”到“一份”

2023 年 1 月 28 日，同样是“开年第一会”，同样
是聚焦营商环境，“12345 亲清在线”启动暨优化营
商环境座谈会犹如一剂强心针，为在蓉企业注入了
发展信心。

“12345 亲清在线”上线运行一年来，已累计受
理企业诉求 11 万余件，提供各类惠企服务 3 万余
次，逐步成为全市政企互动的“总客服”、便企利企
的“总平台”。

然而，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
商环境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面对去年广受企业关注的开具无违法违规证
明难题，一份备受企业家期待的《信用报告代替无
违法违规证明实施方案》在会上正式出炉。据介
绍，该方案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以公共信
用信息系统为支撑，以人力社保、税务、生态环境、
规划和自然资源、公安、消防、公积金管理等39个市
场主体反映相对集中的领域为重点，创新推行以信
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推进部门信息共享、
业务流程再造。今年起，我市市场主体只需开具一
份专用信用报告，即可代替一摞无违法违规证明。

感悟实实在在
今年起，在蓉企业发展更有信心

“当时我们也只是尝试着拨打 12345 的电话，没
想到各级部门都很上心，一个礼拜就帮我们解决了
难题。”去年，成都信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雯琪遇到一件难事：一份重要的证明无法开
具。在同事的提示下，她尝试着打通了12345热线，
令她没想到的是，在多个部门的协作下，这个难题
很快就解决了。

王雯琪的感悟并非个例，自“12345 亲清在线”
上线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中获得帮助。一次次
热线中，在蓉企业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

“稳定的政策环境让我们发展更安心，‘12345亲
清在线’也让我们感受到切实的关怀。”成都智元汇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波告诉记者，作为
一家成都本土的民营企业，去年针对中亚和“一带一
路”国家的业务中得到了成都相关部门的大力帮助，
成都营商环境的提升可感可及，令企业欣慰鼓舞。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过去一年，贴心的服务
让企业倍感温暖。龙年伊始的这一场会，则让企业
在蓉发展的信心更为坚定。“一直以来，省、市层面
都对我们很关注，我们也发挥自身优势，为省、市建
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发挥自
身优势，更好服务地方发展。”四川蜀道装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林春怡信心满满。

持续用力优化服务、激发活力、促进发展，加快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新的
一年，政企一心，在蓉企业信心十足，坚定出发。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阳

成都“新春第一会”为何让企业振奋？

做精做优“蓉易+”实实在在“筑跑道”

以高品质人才服务
助力蓉企高质量发展

“目前，全市统一的职称评审信息系
统已上线86个评委会，涉及23个职称系
列、520 个专业，已入库 6199 名专家，1.3
万余家用人单位注册登记，4.3万余人通
过系统完成线上申报⋯⋯”市人社局局
长王道明说道。

2024 年，成都如何更好服务人才，
赋能企业发展？王道明在发言中给出三
方面“详解”：一是规范化“管”，聚焦评审
机构和评审专家管理，努力杜绝超范围
评审和滥发证书等风险。6月底前，实现
系统数据“全员、全程、全量”可核可溯。
二是智能化“办”，聚焦“人才网上报、数
据线上跑”，最大程度减少纸质材料申报
和往返跑路情况。2024 年底前，实现系
统新增电子证书“一网通查”，推动历史
评审数据分批次归集上网。三是智慧化

“享”，聚焦人才与产业合理匹配，推动人
才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进一步面向全
市链主企业、龙头企业、高能级科研平台
等开放在线信息化评审权限，助力企业
在全行业内树立人才评价“话语权”。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职称评审
人才数据与全市人才认定系统数据融合
贯通，进一步‘汇数成海’，在服务人才、
赋能企业、辅助决策方面进一步发挥‘智
慧人社’的优势和作用。”王道明说道。

进一次门 查多项事
减轻企业迎检负担

“针对企业反映的部分领域行政执
法统筹力度不够，存在多头执法、重复检
查等问题，2024 年，市市场监管局将会
同多部门积极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
管，探索建设更加便捷、高效、规范的行
政监管新模式。”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傅学坤说道。

一方面，探索重点事项跨部门监管
执法“综合查一次”，减轻企业迎检负
担。“2024 年 4 月底前，形成跨部门重点
事项清单，按事项确定综合监管方案，建
立以行业主管部门统筹、监管部门配合
的专项检查、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精准有
效实施监管执法。”傅学坤表示，2024 年
底前，将基本实现清单内事项“进一次
门、查多项事”，多个行业领域监管检查
一步到位，切实做到“无事不扰”。

另一方面，建立重点领域“一业一
册”告知制度，助力企业防控安全风险。
11月底前在食品药品、危险化学品、燃气、
特种设备、建筑工程质量等重点领域，探
索配套推行“一业一册”告知制度。同时，
推动跨区域监管执法协同。积极探索创
新成渝地区、成德眉资跨区域监管模式，
以市场监管领域包容审慎“六张清单”为
基础，12 月前在更广范围、更多层面、更
大力度上推进包容审慎监管执法。

建筑项目全周期服务
企业办事“一网通办”

“2024 年，将根据企业需求持续完
善平台智慧化功能，努力实现政策‘不申
即享’、审批‘不审即办’、监管‘无事不
扰’、服务‘不见可办’、制度反腐‘不留死
角’，高效助推城市发展。”成都市住建局
局长夏先义作出表态。

据夏先义介绍，1月18日，市住建局
全面上线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平
台，从四个方面优化服务，竭力为企业在
蓉投资融资、开发建设、资产运营全生命
周期“保驾护航”。据悉，市住建局将于
今年 6 月底前完成企业端应用场景配
置，按项目前期、工程施工和交易运维 3
个阶段，将年均约 3300 个在建项目线上
推介，让建设、施工等各行业企业可以一
站式获得可感知、可参与的项目机会。

“我们计划今年 6 月底前完成系统
‘无纸化’审批功能升级，围绕项目施工、
竣工等关键环节，横向与发改、规自等
13 个部门系统线上协同，纵向与上级主
管部门 14 个系统实现共享。”夏先义介
绍道，市住建局将提供“办事不求人、办
成事不找人”廉洁高效的政务服务，让企
业对要办的事项“一看便知、一查即懂、
一网通办、一办即成”。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静宇 黄
雪松 李长乐

■“12345亲清在线”上线运行一年
来，已累计受理企业诉求11万余件，提
供各类惠企服务3万余次，逐步成为全
市政企互动的“总客服”、便企利企的“总
平台”。

■“蓉易贷”打通了线上审批流程，
实现数据多跑路、用户少跑路；“蓉易诉”
为企业提供了从立案到执行的所有诉讼
业务“一网通办”；《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
违规证明实施方案》发布，创新推行以信
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蓉
易+”六大场景的发布，反映着成都持续
提升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强决心，也为企
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

“成都务实的措施让人觉得很振奋！”“六大应
用场景给了我们本土民营企业很大的信心！”“希望
通过一系列的应用场景，以后的好政策能够更直接
地在我们企业落地。”2 月 18 日，成都市提能“12345
亲清在线”做优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召开。
会前会后，不少企业代表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

03

为做优营商环境，成都
市如何畅通企业咨询诉求渠
道？基层企业服务人员如何
开展工作？企业又有什么切
身体会？参会代表从不同角
度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减轻企业的烦“无事不扰”
解决企业的难“一办即成”

谈 举 措

“ 在 企 业 发 展 过 程 中 ，我 们 通 过
12345 热线寻求帮助，问题得以高效解
决。”成都信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王雯琪表示。

王雯琪介绍说，“由于我的爱人来
自云南，在企业创立初期，我们就陆
续 从 当 地 招 聘 家 庭 困 难 的 员 工 。 在
2023 年 初 成 都 侨 商 协 会 举 办 的 一 次

政策宣传会上，我得知了吸纳重点群
体就业税费减免政策，在仔细阅读相
关政策享受条件以后，我们便开始准
备申报。”

在申报过程中，企业了解到，只能开
具家庭困难员工当年的相关数据，无法
开具往年的相关数据，这导致无法办理
退税。随后，企业尝试拨打了成都市

12345热线进行咨询，寻求帮助。
令王雯琪高兴的是，郫都区相关部

门的工作人员对其反映的情况高度重
视，之后郫都区税务局也积极联系企业，
沟通解决办法，并与郫都区就业局积极
协调商讨，并向成都市就业局上报关于
企业开具认定证明的报告。接到报告
后，成都市就业局立即向四川省就业局
专题报告，最后在省市区就业局和税务
局的多级联动努力下，企业最终顺利办
理了退税。

“暖心人物”基层代表、温江区“三员
合一”企业服务专员罗茂竹常态化上门
开展送政策、听建议、解难题，实现企业
政策服务、协调服务等事项“找一个人、
说所有事”。

“12345 亲清在线”启动以来，罗茂
竹和同事们用心当好亲商助企服务员，
主动开展惠企助企提醒服务，做到企业

关注到哪里、提醒服务就开展到哪里。
“比如，我们通过 12345 助企热线和日常
走访，发现惠企政策咨询量非常大，也有
企业反映政策申报程序复杂等问题。”罗
茂竹介绍，为深入推进“政策找企业”，企
业服务专员归集全区 14 个产业扶持政
策文件，颗粒化解构为 298 个条款，结合
企业行业属性、成长阶段等生成政策定

制报告，通过线上推送线下送达、开设
“企业大讲堂”等方式开展政策解读。同
时在政策申报、受理、审核、兑现 4 个环
节，采取短信、电话、上门等方式开展全
流程提醒服务，审评认证等类别的政策
实现了“免申即享”。

罗茂竹说，未来的日子里，将和全体
企业服务专员一同扎根一线，在平凡的
岗位上以“尺度、速度、温度、力度”提升
效率，让企业在成都安心投资、专心经
营、全心发展。

“暖心人物”基层代表罗茂竹：

做好亲商助企服务 让企业“找一个人、说所有事”

“典型案例”企业代表王雯琪：

通过12345热线寻求帮助 问题得以高效解决

“将积极探索职称评审
人才数据与全市人才认定
系统数据融合贯通，进一步

‘汇数成海’。”
“将基本实现多个行业

领域监管检查一步到位，切
实做到‘无事不扰’。”

“将让企业对要办的事
项‘一看便知、一查即懂、一
网通办、一办即成’。”

⋯⋯
为有效解决企业反映

的共性难点问题和高频事
项，市级有关部门坚持问题
导向，认真落实《关于依托
智慧蓉城建设优化营商环
境的意见》131 项责任分
工。在昨日召开的成都市
提能“12345亲清在线”做优
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
上，市人社局聚焦企业反映
的人才用工、市市场监管局
聚焦跨部门综合服务监管、
市住建局聚焦工程建设项
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分别作
表态发言。

参会代
表认真聆听
交流发言

王雯琪

罗茂竹

徐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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