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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好了、人流量变大了”，“一张张
图纸落实到了地面上”，“住上楼了，多美
呢”，“最大的变化就是郊野公园，风景真的
特别好”，“外地人慢慢变多了”……

“雄安5年来都有哪些变化？我们做了一
个街头采访。”3月30日，人民雄安网发布文
章显示，该网站记者走上街头，倾听当地老
百姓5年来的感受、见证的变化和对雄安的
期许。

2017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如今，
整整5年过去了，一座城市正拔地而起。网
络上，也掀起了对这座“未来之城”的讨
论热潮。

又一个“春天的故事”

人民网整理的“雄安大事记 （2017—
2022） ”，清晰地勾勒了雄安 5 年来的成长
轨迹。制作精美的在线电子书上，是一件件
振奋人心的事——“2018 年 4 月，经中共中
央、国务院批复同意，《河北雄安新区规划
纲要》公布”；“2019年，雄安新区由规划阶
段转入大规模建设阶段”；“2020年，京雄城
际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2021年，雄安
新区荣东片区首批安置住房投入使用”……
细看，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进步。

网友“潇洒友”用手机镜头记录下了
这样一幕——“雄安新区，几乎每天都在
重复的一幕，2000 台塔吊，40 万人下班排
队买饭，造就‘全球最大施工现场’，太震
撼了！”

河北长城新媒体发布的视频，则聚焦于
“雄安，又一个‘春天的故事’”。从穿梭的
高铁到宏伟的雄安站，从四通八达的公路到
塔吊林立的建设现场，从施工者到市民，从
绿树蓝天到漂亮的新居民楼……视频中的雄
安，朝气蓬勃，春意盎然。

正如配合视频的文案所言：“雄安的故
事，该如何来形容？它的答案，在这片土地
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集体，在每一个追
梦人的心里。新时代，新雄安，新征程。在
又一个‘春天的故事’里起笔落墨，笔触汇
成一条长河，流淌在新时代、新征程。向着
未来，一诺千年。”

“新画卷，够大片”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志。改革开放
初期，作为率先突破的深圳经济特区，创造
出‘深圳速度’。在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

程中，又迎来‘雄安质量’。”新华社客户端
将目光投向了雄安新区建设一线。报道称，
一座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之城正在一步步
走来。

“一座变电站里藏着的雄安绿色发展密
码”，3 月 29 日，新华社官方微博发布了一
件“小事”。雄安新区首座新建 220 千伏变
电站剧村站，位于容东片区体育公园内，东
临市政道路，北侧和西侧为城市绿地。建设
过程中，应用多种绿色施工管控手段，因此
剧村站被评为国内首座绿建二星级变电站。
依托剧村站本体，周边还配套建设驿站、咖
啡厅、休闲广场等设施，开发出换电围墙、
智慧灯杆、娱乐步道、健身设施等功能，助
力雄安建设宜居宜业的绿色新城。

“新画卷，够大片！”新华网思客联合中
国雄安官网、自然资源雄安新区卫星应用技
术中心，带领广大网友通过卫星欣赏雄安版

“只此青绿”，用卫星视角，俯瞰崭新的雄安
画卷。

百度智能云、百度商业智能实验室，通
过技术对比和数据分析，对雄安新区2021年
各重点领域的城市变化进行了精准刻画。分
析发现，过去一年，雄安新区五方面变化明
显：常住人口持续增长、城市建设加速推
进、绿色发展成效显著、集成创新开始涌
现、政策措施稳妥有效，新区居民安居乐
业。在创新实践方面，伴随土地、财税、金
融、人才等一系列创新政策先后出台，“创新
之城”建设正在加速。

央视网关注的则是，2022年雄安新区进
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建设同步推进
的重要阶段，一批标志性疏解项目正在加快

推进，备受关注的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三
校一院”交钥匙项目进展顺利。该网站报道
称，目前史家胡同小学雄安校区和北京市第
四中学雄安校区室内精装修已基本完成，正
在有序组织室外施工，预计6月底前完成收
尾工作；雄安宣武医院北京投资部分已经主
体结构封顶。

“老百姓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燕都融媒体关注了一个普通的村支书。
河北容城县八于乡大八于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张建生，在几年间与雄安共同成
长。5 年来，张建生亲眼见证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他说：“变化特别大，进步特别快！
我们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市民，家乡从农村
变成了城市。现在走进我们容东的生活区
域，感觉比大城市还要好，老百姓都觉得像
做梦一样！”

对老百姓来说，有太多改变是实实在在
的。3月30日，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官方微
博发布了这样一条“绿意盎然”的消息——

“2017年11月，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工程
正式拉开大幕，到今年3月，雄安新区累计
造林45.4万亩，2300多万株，森林覆盖率由
最初的11%提高到32%。”

网友们对雄安的热烈讨论，也在网络媒
体中得到了回应。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开辟专页，征
集网友亲历、见证的雄安大事，征集网友
对于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特别是关系你我
的城市建设、教育人才、医疗养老、政务
服务、民生日常、营商环境等领域的建议
或好点子。

与此同时，人民雄安网则正面向广大网
友开展以“晒·我与雄安”为主题的短视频
征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通过镜头，“说
说”生活的变化、“拍拍”雄安的变迁、“晒
晒”自己与雄安的故事。

图①：2021年8月14日拍摄的雄安新区
白洋淀风光。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图②：雄安新区首座新建 220 千伏变电
站——剧村站内，搭建了河北省首个“碳
达峰、碳中和”监测平台。通过电力大数
据折算碳排放量，可对河北 11 个地市和雄
安新区碳排放、碳减排、碳汇进行实时监
测分析。

图 为 3 月 18 日 拍 摄 的 剧 村 站 “ 碳 达
峰、碳中和”监测平台。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如果你的外卖很久没到，别着急给差评。你的外
卖小哥可能是在救人。”这可不仅是个“段子”。日
前，山西省临汾市一位外卖小哥就在送餐途中挽救了
一个孩子的生命。他的事迹被网络媒体报道后，广受
网友赞誉。

据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文章报道，3 月 18
日，山西临汾一名11岁女孩玩耍时不小心一脚踏空，
跌入了路侧的化粪池。正在送餐的外卖小哥王治学听
见求救声后，立马扔下车跑了过去。他借着大家手机
打出的光看到孩子头朝下在深井中飘着，身体似乎已
不再挣扎。

情况危急，王治学来不及多想，向赶来救人的七
八个人大喊一声：“按住我的脚！”在大家的帮助下，
王治学头朝下倒挂着钻进深井。他奋力伸出双臂却够
不着孩子。别人递过来一架梯子，但送下去一松手，
就掉到井里不见了踪影。多亏另外一位好心人拿来一
根棍子，王治学先用它勾住了孩子的衣服，再顺势抓
住孩子的脚踝，才同地面上的人合力将孩子拽了上来。

孩子救上来后，已经脸色发紫、呼吸微弱。幸
好，王治学是一名退役的海军士兵，在部队学过急
救。他将女孩甩到后背，迅速用倒挂急救法进行施
救。随后又将女孩放平，和其他两人接力进行心肺
复苏。

不久后，救护车到达现场，孩子被紧急送往医
院。而王治学却默默离开了现场。

几天以后，获救孩子的家人多方打听，才终于找
到了救人英雄王治学。孩子的亲人哭着说：“您救的何
止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家庭！”王治学却回答说：

“退役不褪色，当时肯定是先救人要紧，这都是我应该
做的。”

微信公众号“新华社”也同样发布文章，报道了
这位外卖小哥的英勇事迹。文章还介绍称，此前王治
学也在送外卖的路上救过人。有一次，王治学看到一
个楼里冒出浓烟，一位老人被困在里面。他立马放下
外卖车冲上楼去，使劲把门撞开，手都烧伤了。等消
防员赶来，顺利将人救出后，王治学转身又去送外卖了。“还好，那一单没超
时。”他朴实地说。

很多网友留言表示，王治学多次救人的事迹令人感动。网友“宗琦”
说：“对军人来说，无论退伍与否，见义勇为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本能，是刻在
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真是好样的！”网友“黄山”说：“从‘没超时’三个
字，看到了一个平凡又伟大的劳动者。英雄就
在我们身边，为他点赞！”网友“星”说：“外
卖小哥关键时刻显身手，了不起。周围还有很
多一起帮忙的热心人，大家都很棒！向所有的
好人心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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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3月30日拍摄的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风光。天蓝水碧，垂柳翠
绿，千年古村中春意盎然。 许家栋摄（人民图片）

安徽宏村春色美安徽宏村春色美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主
线，以一窗办、简易办、智能办、提升服务为四个支点，推出一系列政务服务
便民利民“微改革”举措，持续打造“邕易办”政务服务品牌，为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2021年，南宁市各级政务服务部门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共受理政务服务
申请4220072件，办结4097562件。南宁市民中心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共受理
政务服务申请2335666件，办结2309289件。2021年，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通
报的全国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南宁市被评为“优秀”等次，其中登记财产、政务
服务2项指标获评“全国标杆”。

便民高效，变多头办为一窗办

构建上下联动扁平高效的审批服务体系。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为原
则，推动青秀、邕宁、宾阳、马山等8个县（市、区）相关职能部门集中办理的行
政许可事项划由各行政审批局实施。

启用一窗综合服务区。将分散在多个楼层、不同区域的前台服务窗口，
集中在市民中心专窗，采用“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模
式，将20个类别共600个政务服务事项纳入一窗综合办理，2021年办件量达
45750件。

优化流程，变集中办为简易办

接续推出“拿地即开工”2.0版本。建设项目在办理《基坑支护施工许可
证》的同时，可同步办理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排放）核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施工临时用电和临时用水等相关审批手续。

推行新设企业开办即开户。申请人可以通过惠企惠民系统一次性提交
办理营业执照、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等事项的资料，企业营业执照核准通过
后，银行即可为企业生成开户账号，实现营业执照和银行开户同步办结。目
前，惠企惠民系统已联通7家银行系统，共计221个网点可选择。

持续扩大跨省通办规模。先后与粤赣湘闽黔宁辽苏8省区17个城市建
立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关系，并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建立“跨省通
办”专区。

开展企业身份码试点改革。整合10个部门70个涉企事项，与营业执照
并行办理，生成“企业身份码”，实现企业准入准营事项统一办、随时办，并实
现监管数据共享。

数据赋能，变人工办为智能办

实现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扫脸即办。申请人登录广西政务APP
“扫脸”或通过24小时自助终端机刷身份证办理，几秒内即可完成从业资格
证申报和背景核查，考试合格即可获得从业资格证。

实现新生儿出生即入户。开发南宁市新生儿“出生即入户”快捷服务系
统，利用南宁市数据中台，整合卫健、医保、税务、人社等部门数据，让数据跑
路代替群众跑腿，新生儿父母足不出户即可实现出生医学证明、出生登记、医
保参保及缴费等掌上办、一次办。

实现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证。在建设项目完成建筑工程质量五方预验
收、不动产实核业务后，企业可通过南宁市不动产登记“邕e登”平台的“即核
即办”类首次登记模块直接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推进公共服务开户
过户一站式办理。依托

“ 邕 e 登 ”平 台 及 手 机
APP 为群众提供水、电、
气、网络、电视的开户、
过户“一站式”服务，通
过相关公共服务事项的
网上数据共享，实现业
务在线联动办理、多个
事项一次办结。2021年
联动办理的水、电、气、网络、电视相关业务达61万件。

提升服务，变能办事为办得顺

注重岗前培训。对新入职工作人员开展入职上岗培训，每年至少集中进
行2次。注重电话回访。每天随机抽选50名以上办事群众进行电话回访，征
询他们对办事环境、服务态度、行政效能等方面的意见建议。2021年共电话
回访12229次。免费帮办代办。精选业务骨干，围绕咨询引导、材料准备、协
同联动、全程跟踪四个方面，免费为企业提供服务。注重服务兜底。在市县
两级政务服务中心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建立“横向、纵向”联动机制，进
一步畅通政府与办事群众的互动渠道，协调解决企业、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注重党建引领。2021年2月，在不同区域设置5个“岗位党旗
红”机关党员青年志愿服务专区，打响机关党建“我服务你满意”品牌。

数据来源：南宁市行政审批局··广告广告··

中国—东盟影视演艺中心项目负责人用中国—东盟影视演艺中心项目负责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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