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轻一点，所有的政策信息就都出来

了。”说话间，彭容指尖一动，网站窗口弹出企

业适配的政策项目信息。

作为成都中科大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政

务事务部副总裁，提到惠企政策，彭容感叹：

“变化很大！前些年，我们中小企业找政策的

信息渠道还没有这么顺畅。”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彭容所在的公

司都在追着政策跑。2021 年 6 月，四川省成

都市经信局搭建的“天府蓉易享政策找企业”

智能服务平台上线，惠企政策能够精准抵达

企业，项目评审更加便捷，资金拨付更加高

效，政商关系更加清朗。

精准匹配，实现“政策找企业”

“以前找政策，大多是同行交流‘听’来、

企业一趟趟‘找’来的。”彭容说。旁边的书架

上，几本《政策汇编》，早已翻得皱皱巴巴，“书

里的内容一条条勾画，生怕错过。”除此之外，

彭容每周还安排员工到政府部门网站搜集政

策信息，对照着一条条梳理。

除此之外，项目的申报材料要送到经信

局、科技局、发改委等部门，各个部门对材料

的要求不尽相同，企业有时也比较挠头。

“曾经，很多企业由于缺少便捷的渠道，

知晓政策难，对政策也理解不深、运用不广。”

成都市经信局一级调研员宋劲松指着一沓沓

文件，“一个工业扶持政策就涉及十几个政策

项目。”

怎么办？经过前期调研，一个通过智能服

务平台实现“政策找企业”的办法被提了出来。

一方面，政策信息实现量化、标准化。成

都市经信局按照“符合一定资质、达到一定标

准、给予定量奖励”的原则，将全市涉及工业

和 信 息 化 的 47 个 政 策 进 行 量 化 ，梳 理 出 近

130 个政策专项，作为服务企业的基本单元；

另一方面，企业画像也逐渐清晰。智能服务

平台收集包括企业经营、获得补贴情况等在

内的数据，对企业情况十分清楚。最终，通过

政策和企业的定期匹配，“一企一策”的精准

配对得以实现。

“ 丁 零 零 ”，2021 年 8 月 ，一 则 消 息 被 推

送 到 彭 容 的 手 机 上 ：2021 年 成 都 市“ 蓉 贝 ”

软 件 人 才 评 选 即 将 开 始 ，你 公 司 可 以 推 荐

人选报名。

收到消息，彭容连忙通知公司的技术骨

干报名。“政策匹配精准，对我们来说真是帮

了大忙。”彭容说。

重塑流程，惠企措施更高效

有了政策项目，迟迟等不到申报结果，

一度也让不少企业积极性不高。“过去我们

常常是年初申报，年底才能等到审批结果。”

成都拓维高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

健生说。

如何优化项目申报评审，加速惠企资金

到位？

之前，企业申报项目，要经过评审、公示、

拨付资金等工作环节。“线上申报解决的只是

资料收集问题，但到了评审阶段还是老思路，

所以必须同步实现线上评审。”成都市经信局

副局长蒲斌说。

为实现线上评审，需要重塑工作流程。

基于前期对政策的精准梳理，成都市经

信局依据特性将现有政策分为全自动、半自

动、人工三大类。对于符合智能服务平台全

自动要求的政策，评审时可以完全由计算机

自动完成。尚不符合标准化要求的政策，则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半自动评审或人工评审

模式。

蒲斌介绍，通过对评审工作流程的不断

完善，一批可以全自动评审的项目得以快速

确定。此后，这批项目驶入自动评审“高速

路”，企业线上申报，线上即时完成评审，相比

线下评审大大节省了时间。

项目通过评审后，如何尽快拨付资金？

传统做法是，资金先经区县经信部门，最后

到达企业，企业等待资金的时间往往较长。

“现在，我们缩短了资金拨付的路径。”蒲

斌介绍，如今相关惠企资金直接到达银行，银

行再打给企业，打通了“政策找企业”的“最后

一公里”。

提起惠企资金的到位速度，周健生告诉

记者，2021 年 6 月，一笔“光电配套专项”补贴

资金打到了企业账户。“从申报到资金到账，

仅仅用了 3 个工作日，比之前的速度大大提

高。”对于周健生而言，新进的补贴宛如一场

“及时雨”。

“截至目前，平台政策匹配率为 71.6%，项

目评审通过率为 90.8%。”蒲斌介绍，已有 700
多户中小微企业获得了资金支持。

优化服务，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还未忙完手头的工作，彭容的手机又响

了起来。“市经信局的工作人员发来的新政

策。”彭容说，政策找上门后，企业相继获得了

一系列支持。

对此，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启章也深有感触。2021 年 8 月，公司产

品设备需要升级，恰好经信部门的“企业创新

能力奖励项目”被“送”到了企业办公室，成为

企业经营的有力补充。陈启章说，按照平台

申报拨付流程，10 天内专项奖励资金就打到

了账上。

原来，负责联系中自环保的经信部门专

班工作人员，了解到这家公司符合环保科技

企业的项目要求，又处于设备升级的关键阶

段，便积极联系企业，让他们在线上填报相关

材料，随即经审核后通过。“这笔项目资金到

位后，马上被用来引进一系列先进仪器，对我

们升级设备起到了关键作用。”陈启章介绍，

2021 年 11 月，公司经推荐，顺利成为国家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

随着营商环境逐渐优化，亲清政商关系

也 越 来 越 明 晰 。“ 现 在 ，所 有 项 目 申 报 流 程

公开透明，标准都是硬杠杠。从项目申报、

审批到资金拨付，全流程可视化、可量化。”

宋 劲 松 说 ，经 办 人 员 的 自 由 裁 量 权 大 大 减

小，既保护了经办人员，又能更好服务办事

企业。

“下一步，在平台已有功能基础上，我们

还要推动市级不同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在全

市进一步推广‘政策找企业’智能服务平台，

让企业办事有速度、政务服务有温度。”蒲斌

表示。

搭建“政策找企业”智能服务平台

成都 惠企政策找上门
本报记者 王永战 李凯旋

核心阅读

搭建智能服务平台、
重塑高效审批流程、推进
部分政策“免申即享”……

四川成都不断提升
服务供给能力，逐渐打通

“政策找企业”的最后一
公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为中小企业发展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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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R

不久前，出门办事约了一辆普

通网约车，车里干净整洁，还贴心地

放置了矿泉水和纸巾等。

我忍不住给司机师傅点赞，司

机陈师傅坦言：“我常常想，当自己

是 乘 客 时 ，希 望 坐 在 什 么 样 的 车

上？当然是越舒适越好。”

陈师傅说，配些小物件，花不了

多少钱，很多乘客因为体验好，还特

意留了自己的手机号，方便以后用

车。“后来基本上每个周末和节假

日，都会有长途出车的机会。”随着

生意越来越好，陈师傅还准备和志

同道合的网约车主们，成立一个公

司，为更多人提供方便。

陈师傅的故事让我还想起朋友

讲过的一间家乡小饭馆。小饭馆除

了口味好、性价比高，店主也非常热

情，常常特地到桌旁询问顾客对菜

品的感觉，时间一长，对一些老顾客

的口感偏好，都记在心上。“所以每

次我们回乡聚会，都要去这家店。”朋友说，这么多年

了，周边的店换了又换，这家店不仅规模更大，还在计

划开分店。

无论是陈师傅的生意好，还是家乡小饭馆的长盛

不衰，都道出了服务业的一个真谛——乐于并善于换

位思考，想方设法提升服务质量。

乐于换位思考，有助于敏锐捕捉消费者的需求。

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

好”升级，品质型消费逐渐取代温饱型消费。一方面，

品质化、多元化的需求日趋旺盛；另一方面，供给对于

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调整还存在滞后。如何加快调整的

速度、把握好这些变化？多把自己当作消费者来想一

想，答案也就很明显了。换位思考，敏锐捕捉需求变

化，及时应对，看似朴素，实则更好地发挥了需求对供

给的牵引作用。

善于换位思考，不仅关注当下，还要放眼长远。服

务业重在体验，且众多垂直领域竞争激烈。想保持长

期优势，换位思考的步伐就不能停。陈师傅，正是不断

跟进需求变化，才吸引并稳定住了用户，业务范围也从

短途用车拓展到了长途包车。

商家积极换位思考，消费者在享受暖心服务的同

时“用脚投票”，将利好行业升级，更有助于形成需求牵

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换
位
思
考

让
消
费
者
心
更
暖

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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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乐于并善于换
位思考，有助于敏锐捕捉
消费者的需求，并有助于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
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
态平衡

本报北京 1月 4日电 （记者葛孟超）记者 4 日从国家

外汇管理局获悉：日前，经国务院批准，外汇局在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新区片

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洋浦经济开发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等区域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

据了解，试点政策涵盖 9 项资本项目改革措施、4 项经

常项目便利化措施，以及 2 项加强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建

设的相关要求。

资本项目改革方面，一是拓宽企业跨境投融资渠道，支

持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一定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开展合

格 境 外 有 限 合 伙 人（QFLP）和 合 格 境 内 有 限 合 伙 人

（QDLP）试点，稳慎开放跨境资产转让业务，开展跨国公司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二是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

平，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免于登记，符合条件的非金融

企业资本项目外汇登记直接由银行办理，扩大资本项目收

入资金使用范围，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选择跨境投融资币

种，适度提高非金融企业境外放款规模上限。

经常项目便利化方面，便利优质企业经常项目资金收

付，支持银行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有序扩大贸易收支轧

差净额结算企业范围，货物贸易特殊退汇免于登记。

跨境贸易投资试点高水平开放

拓宽企业跨境投融资渠道

本报海口 1月 4日电 （记者曹文轩）记者从海南省商

务厅获悉：2021 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态势，全省 10 家离岛免税店销售额 601.73 亿元，同比增长

84%。其中，免税销售额 504.9 亿元，同比增长 83%；免税购

物 人 数 967.6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73% ；免 税 购 买 件 数

5349.25 万件，同比增长 71%。

据悉，目前海南离岛免税经营主体共 5 家，离岛免税店

已增至 10 家。随着海口美兰机场二期投入使用，免税店经

营面积达 22 万平方米，各免税门店品牌数量超过 720 个。

去年，不少国际品牌积极布局海南离岛免税市场，新品牌进

驻，新产品上架，不断推动着海南离岛免税品品牌、品种、价

格与国际“三同步”，成为吸引境外消费回流的新生力量。

为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海南离岛免税经营主体采取在

主要客源地城市宣传离岛免税政策，加强与酒店、景区、旅

行社互动，举办免税购物节，开设便捷的线上“新零售”渠道

和直播间等举措，创新营销模式，拓展销售渠道，受到消费

者欢迎。

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额快速增长

去年销售601.73亿元，增长84%

本版责编：沈 寅 白之羽 林子夜

1 月 4 日，江西省瑞昌市智

造 小 镇 的 LED 低 压 灯 带 生 产

线 正 开 足 马 力 运 行 。 新 年 伊

始，工人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投

入生产，确保产品质量。

图 为 工 人 正 在 进 行 灯 带

测试。

魏东升摄（影像中国）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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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往南前行，

两边是成片的标准化果园和田地。一棵棵果

树立在园中，枝杈经过明显的修剪，在为下一

次的丰收蓄力。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产业振兴是关键一

环。在晋中市，各行业正探索高质量发展新

路径。

科学种植提升产品品质

“榆次苹果”在这一带颇有名气，晋中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武建林介绍：“这一带种植苹

果要追溯到 30 年前。”随着消费需求的升级，

供给侧的改革在这里悄然发生。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苹果竞争，怎么保障

质量、提升产业竞争力？果农们选择了科学

种植的道路：果树不是越密越好，要学会适当

做“减法”；要对果树进行矮化处理，不是越高

越粗就越好；套袋、保温技术虽然增加了成

本，但是对果子后期的成形、品相至关重要

……

农业高质量发展，不止体现在果园里。

在榆次区北田镇张胡村，随意走进一座温室

大棚，顿觉像是进入另外一个季节。“西葫芦

行情不错！”村民石爱吉脸晒得黝黑，拿手背

擦了一下额头：“正在调肥料呢，你看，追肥通

过这个管道就流到西葫芦根上了。”顺着他的

手，整齐的管道通向每一条“巷道”，石爱吉满

脸骄傲：“我家这个棚去年才搭好，占地两亩

多，这可是村里最大的棚！”

回忆起前些年的农活，石爱吉记忆犹新：

“干活真叫累！凌晨 3 点就起来，拿着桶一排

一排浇水。为了保温，棚上的草帘都要手动

拉起放下。哪像现在，全是自动的。”

如 今 ，张 胡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张 爱 茂 有 了

新打算。他踩踩脚下夯过的土：“村里通过集

中流转，打算新建 40 座高标准大棚，进一步提

升大棚农业的竞争力。”

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

从太原市乘车出发，沿着太榆路行驶，20
多分钟便可到达晋中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区，这里是一个汽车的“世界”。

走进吉利汽车公司的生产车间，眼前的

景象热火朝天：沿着一条生产线望去，20 多

台黄色的智能机械臂“长袖”挥舞，“嗞嗞”声

不绝于耳。少数几个工作人员间行其间，正

检查设备运行。机械臂作业之下，已经冲压

成型的新能源汽车车壳缓缓往下一条生产

线移动。

“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晋中加

快发展壮大 8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先

进制造业，重点打造晋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区。”晋中市市长常书铭介绍，2021 年前三季

度，晋中市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以吉利

汽车等龙头企业为依托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向

集群化方向发展，带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31.3%。

在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一块块

太阳能光伏玻璃板接连不断地被生产出来。

“我们运用的专利技术，让产品的使用寿命和

转化效率有了明显提升。”总经理杨立友介

绍，公司参与了 3 个省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

已申请专利 167 项。

晋中市委书记吴俊清介绍，晋中市正在

布局山西“智创谷”，向创新生态要活力。“我

们以入驻的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科大学等

11 所山西大学城高校和山西农大、山西师大

为依托，北延百里龙城区域、东进晋中职教

港、西拓武宿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南连百里

潇河生态产业区，规划建设核心区域面积 66
平方公里的山西‘智创谷’。”

文旅融合提升群众获得感

沿着晋中市往北进入山区，约 20 分钟后，

小西沟村出现在眼前。

这里曾是一座废弃的矿场，因为“一方水

土养不了一方人”，小西沟村的人渐渐搬下山

去。但现在的小西沟，已经成了一张文旅融

合的“名片”：小镇上，装潢颇具特色的小吃店

和民宿错落有致，小镇门口的广场上，定期的

文化艺术展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

小西沟文旅产业负责人吕增军介绍：“借助

民宿、酒店产业，越来越多人选择这个离城很近

的小镇，呼吸大山的空气。此外，对小西沟村的

矿山修复绿化也让我们积累了经验，我们通过

和太原理工大学合作，掌握了矿山、干旱地带的

绿化技术，将来也可以实现技术输出。”

小西沟村的村民们渐渐地搬回来了。“去

了城里也是打工，回来在家门口自己开了个

打卤面馆，收入和打工差不多，但是日子明显

好了起来。”村民李德生两口子忙活着，一个

下面条，一个负责招呼客人。

像小西沟村这样的特色旅游资源，晋中

市还有很多。从介休传承千年的张壁古村，

到和顺充满神话传说的南天池村，再到“战天

斗地”的大寨村，平遥古城、王家大院、曹家大

院……晋中市的文旅资源被充分激活。

吴俊清表示，晋中市加快建设全省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要进一步发挥文

旅优势，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把握形势、巩固优势，山西晋中——

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本报记者 乔 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