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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山西省一批批领导干部纷纷走进各地政务服
务中心，陪着办事群众全程体验办事流程，发现和查找
审批服务的不足。

山西省政务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王拥军陪着山
西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办事人员在综合窗口体验办
理“一级造价工程师变更注册”；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段新源陪同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办理“跨
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
设施许可”；山西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郝建玉全
程参与办事群众办理“备案章程修正案、联络员等”的变更
登记流程……教育厅、司法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等审批
处负责人也先后坐班办事大厅窗口，体验排队叫号、申
报辅导、资料预审、受理审批、前后台衔接等办事全流
程，并围绕审批事项重点领域和群众身边关键小事，倾

听意见建议，查找分析群众办事的难点、痛点和堵点。
今年7月以来，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山西省政务服

务部门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活动，各部门坚持“走
前瞄准问题、走中思考答案、走后跟踪解决”，耐心、高
效陪同办事，零距离、全方位、实景化地感受办事全过
程，主动检视问题、整改问题。

山西还在全省招募一批“体验员”。“我跑政务服务
中心办理各类审批事项好多年了，现在我又多了一个身
份。”7月5日，在山西省政务服务大厅里，中电科风华信
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牛艳红办理完审批事项
后，并没有离开，而是进行服务体验。近日，牛艳红和
其他 49名来自山西各界的代表一起，被聘为省政务服务

中心“政务服务体验员”。
“在1年聘期内，‘政务服务体验员’对山西全省政务

服务开展线上线下体验，看政策‘懂不懂’、流程‘通不
通’、服务‘优不优’、体验‘好不好’，查问题、找不
足、提建议。”山西省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王拥军介绍，为推动“政务服务体验员”工作发挥
实效，山西省政务服务中心建立“真实感知、及时发
现、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闭环运行管理机制，推动解
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不断提升政
务服务效能，持续创优营商环境。

截至目前，各部门累计搜集“特殊环节时限不明
确”“线上线下服务指南不一致”等问题 6项，针对发现
的问题制定改进举措7项，进一步提升办事企业群众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

文物“保护第一”

作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五
台山因盛夏气候凉爽，被称为“清凉
山”，它集宗教、建筑、艺术、自然、
生态等价值于一体，2009 年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五 台 山 有 唐 代 以 来 各 类 佛 教 建

筑，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历史
长廊”。大量庙堂殿宇构成世界现存最
庞大的佛教古建群，是影响东亚以及
南亚地区的文化圣地之一。

五台山现有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
场所 86处，其中藏传寺院 12处、汉传
寺院 74 处；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4处 （7点）。现存大小佛菩萨、罗汉
等像1.46万余尊，梵、日、汉等5种文
字经书 5.45 万余册，壁画 2380 多平方
米，石雕、石碑、铜钟、牌楼、宝
塔、石狮、联匾遍及全山。

五台山佛乐是北方佛教音乐的代
表，在整个北方及全国都有较大影
响，珍稀文化遗存融汇了释儒道和三
晋文化精髓，独特的自然风光、深厚
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大量游客。

近年来，五台山景区党工委、管
委会秉承“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
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的原则，加强文物保护修缮。

一进入核心景区，记者就看到大
白塔被围挡起来，脚手架上工人正在
维修。这座国内现存最高的元代覆钵
式建筑，是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也
是国宝，去年开始投资进行维修。

2023 年，景区管委会争取到国家
文物局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1481 万元，
对显通寺、碧山寺、塔院寺大白塔等
六项文物保护修缮。同时，景区还推
进文物保护数字化建设，2022 年以来
相继实施塔院寺和显通寺数字化保护
工程，今年申报罗睺寺和南山寺数字
化保护项目。所有文保单位均配置了
微型消防站、安装了监控系统，部分
寺院还安装了热成像监测等设备，大
大提升了文物管理水平。

进山舒适温馨

五台山曾一度因堵车频繁而“出
名”。去年以来，景区大刀阔斧进行
了搬迁整治、环境提升。此次记者
去往台怀镇核心景区，没有遇到前
些年一堵就是几个小时的状况。车
流虽然缓慢，但秩序井然。自驾车
进入核心景区实行预约制，大多数
游客在游客中心换乘免费旅游公交
前往核心景区。

在五台山南线游客服务中心，记
者换乘了公交车。服务中心有 13 个接
待服务功能区，众多志愿者穿梭服
务。游客中心 24 小时开放，无论游客
什么时间来到五台山南线入山口，都

可购票、检票、通行、休息。
“2023 年 9 月，为提升旅游服务品

质，补齐基础服务短板弱项，我们专
门组建了五台山志愿者服务队伍，为
游客提供指引路线、维护秩序、咨询
投诉等服务。”五台山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我们在志愿服务站点配了手
机充电器、医药箱、饮用水、雨伞、
轮椅等用品，让游客一进山就感到舒
适温馨。”据介绍，志愿者来自五台山
中志协应急救援队、忻州市蓝天救援
队、忻州市爱心公益协会等社会组
织，目前有200多人。

为缓解多年来的交通拥堵，景区
在管理上下大力气：景区所有居民商
户近万辆自有车辆全年实行单双号限
行；外来车辆实行预约入山；完善衔
接有序、运行顺畅的公共交通服务体
系。此外，在重大节假日，核心区内
停车场、宾馆停车场对外开放，为游
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今年 6 月，《山西省五台山文化景
观保护条例》 全面实施。《条例》 从 3
个方面对五台山文化景观保护作了明
确规定，五台山文化景观保护要维护
自然地貌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
合，确保文化景观的真实性、完整
性、协调性和延续性，把五台山文化
景观保护利用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提高文化景观效应

“淡化核心景区商业化氛围。”这
是在五台山采访时记者经常听到的一
句话。

景区内做减法。“景区内疏朗了，
整洁了，干净了。”多次来过五台山的
游客这样说。2020 年开始，景区管委
会分两批对台怀镇 9 村 2024 人进行了
搬迁，在石咀镇射虎川村建设移民安
置区，48 幢楼 1961 套安置房，并配
套社区、小学、食堂等公共服务功
能。搬迁后，原址建起具有北方特
色与五台山建筑风貌相协调的民居
民宿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特色景观活
动场所，进一步还原和凸显五台山独
特的人文底蕴。在 滩 子 村 特 色 民 居
前，一幢幢青石灰瓦的民居庄重大
气，融入苍山叠翠的环抱。五台山淡
化了核心景区的商业化氛围，提升了
文化景观效应。

为提升景区环境，景区实行环卫
保洁工作全域托管，制定垃圾收费标
准，推行宾馆、门店“门前七包”责
任制 （包环境卫生、包园林绿化、包
广告牌匾规范、包临街墙面整洁、包
附属设施规范、包秩序良好、包车辆
停放有序）。清理建筑垃圾 8000 多立
方米，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餐厨
垃圾处置转运率100%。

去年以来，景区管委会引导成立
了餐饮、旅行社、酒店业、文化产
业、直播5个行业协会，推动餐饮店菜
品量化公示；重拳出击、严肃整治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重塑景区诚信、产

品和服务靠谱、游客放心的新形象；
先后集中整治952个商家店铺户外广告
牌匾，市场上的一些低俗之风得以控
制，景区与佛国圣地相匹配的“禅意
古朴、清净素雅”的整体形象逐步树
立起来。

景区外做加法。“康养山西·夏养
山西”逐渐深入人心。忻州是黄河长
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交汇地，五
台山是山西文旅的龙头。为改变过去
到五台山旅游“白天看庙 晚上睡觉”
的单调体验，忻州大力推进民宿酒店
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文艺演出等内
容，丰富五台山旅游项目。

今年夏季刚刚投入运营的五台山
梵境里文旅小镇，让在五台山宜居宜
游成为现实。由民营企业投资近 20 亿
元、总建筑面积 7.4万平方米的文旅小
镇，一开放就受到游客欢迎。古色古
香的民居、群山翠湖怀抱的别墅，与
雄浑苍劲的五台山融为一体；夜晚的
无人机表演、互动式情景演出让游客
在五台山的一个个夜晚，既清凉舒适
又多姿多彩。目前，文旅小镇已形成

“观、游、学、吃、住”的完整旅游
业态。

忻州市提出，以五台山为龙头，
打造世界级文旅康养目的地。忻州市
坐拥五台山、雁门关等 5A 级景区，芦
芽山风景绝美，奇村、顿村温泉品质
好、名气大。

近日，忻州举办了“长城两边是
故乡”文化旅游季活动。忻州市委
书记朱晓东表示，“黄河入晋第一湾
老 牛 湾 在 忻 州 ， 长 城 雄 关 在 忻 州 ，
太行之巅、华北屋脊在忻州。作为
文化旅游资源大市，近年来，忻州
坚 持 以 三 大 优 势 统 揽 文 旅 大 格 局 ，
以文赋能，以打造国际知名文化旅
游目的地为目标，以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为抓手，全力推动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

山西省持续创优营商环境

“我陪群众走流程” 服务效能大提升
本报记者 何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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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在全球热销，提

升了山西文旅热度。作为游戏取景地之一的五

台山，近期旅游人数明显增加。

时隔多年，记者再次来到位于山西省忻州

市的五台山，发现这座入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

地的佛教名山，国宝依旧璀璨，环境焕然一

新，旅游体验越来越好。

进入五台山风景区台怀镇，车流缓慢但无

堵塞，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前行。从游客中

心到景区的10多公里路上，不时看到免费公

交车一趟一趟驳运游客。

游客最为集中的台怀镇核心区，标志性建

筑大白塔正在保护修缮中，广场上游人如

织。显通寺、万佛阁、菩萨顶、殊像寺等寺

庙里，游客们排着长队静静等候。

夜晚，五台山梵境里文旅小镇上空，一千

架无人机组成各种图案，大型情景剧《梵天灵

舞》梦幻演绎……

近两年来，五台山景区以打造国际知名文

化旅游目的地和世界级文旅康养目的地为中远

期目标，在切实保护好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前提

下，在遗产地核心区内做减法、核心区外做加

法，“治危、治脏、治乱、治理”一起抓，有

效提升了景区的综合管理水平和游客体验感。

2023年，五台山景区接待游客604.73万人

次、门票收入6.96亿元，同比增长208%、1 90%；

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354.02万人次，游客人数

和门票收入都增长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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