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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上午 8 点多，位于浙江温州

龙湾区天马大街的“鹿家厨房”餐馆早早开

了门。餐馆负责人陈钟鹿站在门口，不时

掏出手机看看时间，神情略显紧张。

不一会儿，3 名小伙子按时赶来。陈

钟鹿瞅了瞅对方依次亮出的工作证，确定

正是自己要等的人——分别是天河街道辖

区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应急消防管理站、市

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

“看到您预约了餐馆‘体检’，我们今天

上门服务。”执法中队工作人员胡方楠率先

开口。听对方这么说，陈钟鹿连忙招呼进

店，心里却有点犯嘀咕：“昨天没问清楚，万

一今天查出问题来被处罚，这不成了‘自投

罗网’吗？”

原 来 ，最 近 龙 湾 区 在 开 展 餐 馆 预 约

“体检”活动，由相关部门上门服务，对餐

馆经营中存在的不当行为和忽略问题进

行排查指导。陈钟鹿听说后，顺手用手机

扫了扫预约二维码：“反正每年都要检，不

如 趁 着 春 节 前 客 人 少 ，给 餐 馆 来 个 彻 底

检查。”

填写餐馆名称、联系人、电话等信息，

选择上门指导服务时间，勾选目前经营中

遇到的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存疑问

题……提交申请后的第二天，服务小队如

约而至，这才有了开头一幕。

也难怪陈钟鹿有顾虑，在过去，他没少

因 为 经 营 中 的 不 规 范 问 题 而“ 吃 ”罚 单 。

2024 年 6 月，执法中队在他家餐馆检查时

发现，易腐垃圾没做好分类，罚款 200 元；9
月底，市场监督管理所上门检查时，发现凉

菜窗口没做玻璃隔断，卫生条件不达标，开

出罚单……

“工作人员穿着制服，过去隔三岔五来

检查一次，我也分不清谁是谁。”看得出，陈

钟鹿对以往的种种检查颇有微词。这些检

查中，有些会提出整改意见，有些则要立案

处罚，让他多少心生抗拒。“不是不想做好，

主要是不懂政策要求。”陈钟鹿有点委屈

地说。

其实，行政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也

有苦难言。“执法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

行为，多数情况下是督促整改，遇到多次

不整改的才会罚款，并不是有意要给商户

们找麻烦。”龙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

长周加云坦言，上门执法时，商户不理解、

不 配 合 的 情 况 时 有 发 生 ，对 此 他 们 也 很

困扰。

执法要有力度，如何兼顾温度？

针对地方涉企检查“烦企扰民”问题以

及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等现象，

温州市在龙湾区试点推行预约式涉企行政

指导服务新模式——通过企业“点单”、政

府“接单”的方式，企业提前预约，执法部门

一站式上门“体检”，并设计专属“体检单”，

实现一户一单“对症下药”，“进一次门、查

多项事、一次到位”，推动事后处罚向事前

预防转变。

周加云介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

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消防

救援大队等部门，梳理了涉及制造业、服务

业、餐饮业等行业常见违法事项和高频处

罚事项，为经营商户与企业提前设置好“体

检”项目。“这是个动态更新过程，后续我们

还 将 结 合 经 营 主 体 的 需 求 及 时 增 减 、调

整。”周加云说。

“鹿家厨房”的这次“体检”，共有 39 个

项 目 。 陈 钟 鹿 一 见 这 密 密 麻 麻 的“ 体 检

单”，眉头紧皱。

同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金道

伟赶忙解释：“您放心，我们今天都穿着便

服，就是为了变事后执法处罚为事前检查

整改，所发现的问题不会作为处罚依据。”

听他这么说，老陈这才松了口气。

对照“体检单”，3 名工作人员从点菜

区走到冷菜区，再从后厨走到清洗区，每个

角落都不落下。指着后厨灶台上的脱落区

域，胡方楠说：“灶台墙面有瓷砖脱落，记得

修补一下。”“厨房还需要增设一个易腐垃

圾分类垃圾桶，之前处罚过，这次可别再忘

记了。”金道伟补充道。来到楼梯口，看到

堆放的几箱啤酒，应急消防管理站的郑海

顺手搬到一旁，对老陈嘱咐道：“像这样的

消防通道要时刻保持通畅。”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体检”，工作人员

在一份《“预约式”涉企指导服务建议书》上

写下相关整改建议，随后交到老陈手中。

建议书左下方，一行字格外醒目——“此建

议仅作服务指导，他用无效”。

拿到这份建议书，老陈一展愁眉，对这

次“体检”很满意：“有了整改方向，我能‘对

症下药’，把现存问题和隐患解决好，这可

比事后处罚贴心得多。”

在温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综合处

处长李逸看来，温州是全国新时代“两个健

康”（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健康成长）先行区，面向企业商户推

出预约“体检”服务，是当地探索“两个健

康”的有益尝试，也是“大综合一体化”行政

执法改革的积极探索。2024 年以来，温州

全市收到企业预约申请数量 794 户次，指

导整改突出风险隐患数量 79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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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经济故事R

企业预约“体检”，政府上门服务。浙江

温州用一张“体检单”，尝试破解多头检查、重

复检查等“烦企扰民”问题，让越来越多经营

主体获益。

从“检查单”到“体检单”，一字之差的背

后，是涉企执法理念的转变。

预约“体检”彰显政府执法方式之变——

由常规监督管理转变为靠前提供服务。政府

部门围绕企业需求优化服务，推出一系列创新

举措，既提升了执法效率，又为企业营造了风

清气正的营商环境。“体检”后列出的整改建

议，在为企业提供明确指导的同时，还传递出

涉企执法的温度。

预约“体检”凸显企业角色定位之变——

从被动接受方转变为主动邀请方。在温州，预

约“体检”变事后处罚为事前预防，发现的问题

不会作为处罚依据，打消了企业的后顾之忧。

这样一来，企业便能够大胆预约、放心“体检”，

拿到“多对一”的专属“体检单”，及时“对症下

药”，防患于未然。

理念一变天地宽。期待各地严格规范涉

企行政检查，探索更多新模式新方法，有效减

轻企业负担，助力广大经营主体轻装上阵、行

稳致远。

预约“体检”背后的理念之变
韩春瑶

2024 年以来，浙江温州通过实施涉企预防

性综合监管体系改革、亮码检查全链改革、执法

助企服务站集成改革等举措，进一步规范涉企

执法、监管行为，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为广大

经营主体营造更加“温暖”的营商环境。

通过实行预约式涉企行政指导服务机制，

预防性综合监管体系初见成效。企业根据需

要，主动提出合规“体检”需求申请，执法人员着

便服上门进行指导，帮助企业防范、识别纠正违

法风险隐患。在防住风险的前提下，相关部门

根据行业领域特点和企业信用等级、守法情况、

违法风险、社会评价等开展分级分类监管，在监

管方式、检查频次等方面采取差异化措施。对

评价结果好的企业，可以少检、不检，实现“最多

查一次”。

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打造“一码统查”

涉企规范化执法模式，2024 年，温州市“综合查

一 次 ”达 8.48 万 次 ，占 所 有 检 查 的 比 重 为

51.8%，减少企业行政检查干扰 4.7 万次，随意无

序检查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本报记者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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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R

本报北京 1月 14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2024 年 全 年 ，我 国 人 民 币 贷 款 增 加

18.09 万亿元。截至 2024 年末，我国本外币贷款余额 259.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人民币贷款余额 255.68 万亿元，同

比增长 7.6%。

据初步统计，2024 年全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

计为 32.26 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

加 17.05 万亿元。截至 2024 年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为 40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

民币贷款余额为 252.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在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融资总量合理增长的

同时，我国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进一步加大对重大战略、重

点领域、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截至 2024 年末，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 13.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专精特新”

企业贷款余额 4.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0%；普惠小微贷款

余额 32.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

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在利率方面，2024 年我国社会融资成本下降，贷款利

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2 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本外

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43%，比上年同期低约 36 个基点；

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本外币）利率约为 3.11%，比上年同

期低约 88 个基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效果逐步显现，金融对实体经济

支持力度保持稳固。”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近 5 年

来，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较强，央行创设

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的支持力度。从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看，5 年来我国社会融资

规模、广义货币（M2）和信贷等指标增速总体高于名义经济

增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由 5% 以上降至 3%
左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去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8.09万亿元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社会融资成本下降

本版责编：林   琳   韩春瑶   王东辉

近期，以“创新源动力   框架新选择”为主题的昇思人

工智能框架峰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士共同探讨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趋势与产业机遇。峰会现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

略咨询研究院分享的测算结果显示，2024 年我国人工智能

框架新增市场中，昇思人工智能框架表现亮眼。

近年来，华为着力打造开放计算产业生态，坚持根技

术创新，联合产业伙伴共建坚实的、可持续的计算产业生

态。在华为看来，开放生态的成功离不开广泛的合作与

共 享 。“面 向 人 工 智 能 计 算 领 域 ，华 为 通 过 开 放 模 组 、板

卡、部件等基础硬件，打造满足专业场景的多样化产品。

通过开放基础软件，助力伙伴开发者推进创新。”华为相

关负责人彭红华说。

这一理念在昇思人工智能框架的开源过程中得到了体

现。自 2020 年以来，华为联合产业界、学术界开发者创新

人工智能框架技术，共建相关生态。昇思人工智能框架推

出八维分布式并行技术，提供分布式并行能力，能够大幅提

升典型模型训练效率；打造动静统一框架，兼顾性能与易用

性，实现算力性能提升。

昇思人工智能框架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背后的技术实

力和生态支持。华为中国政企昇腾计算业务总经理李潇介

绍，凭借强大的算力和软件开放应用能力，昇腾支持了多个

基础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的适配，并围绕金融行业智能化

升级，探索了多种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自开源以来，昇思人工智能框架获得了国内外开发者

的积极响应 ，下载量超过 1100 万次 ，服务企业数量超过

5500 家，合作高校 360 所，社区贡献者超过 3.7 万。同时，昇

思开源社区已孵化和支持 50 多个国内外主流大模型，成为

具有创新活力的人工智能框架开源社区。

此外，昇思人工智能框架还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2021 年，昇思社区联合深圳湾实验室和北京大学等多

家合作单位共同开设暑期学校，邀请多家高校和研究所的研

究生和科研人员，参与基于人工智能的分子模拟课程学习，

让大家体验人工智能框架及大模型如何赋能科学计算。

“未来，华为将持续深耕生态，聚焦于自己擅长的复杂

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携手合作伙伴，一起完成从

底层到应用开发的整体解决方案的构建。”华为中国政企智

能制造系统部总经理杨萍说。

昇思人工智能框架快速发展

自主创新，共建开放产业生态
本报记者   谷业凯

上图：浙江温州龙湾区天河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中队工作人员（左）在检查餐馆的油烟净化

设施。 张   帆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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