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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江苏省徐州市
委书记周铁根率队在北京开
展精准招商活动时的一段话
打动了参会客商：徐州市将
努力打造全国一流营商环
境，让更多投资者和创业者
在徐州享受到贴心满意的营
商服务，真正让徐州市成为
创新创业者驻足逐梦的“安
乐窝”，成为企业和客商投资
兴业的首选地。

从瞄准粤港澳大湾区招
引高新技术企业，到抢抓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招大
引强聚才引智，今年以来，徐
州市围绕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面向重点区域持续开展
精准招商活动，取得了一系
列丰硕成果。与此同时，打
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也成为徐
州吸引客商的重要因素。

2018 年，徐州市在全省
率先启动营商环境建设，并
开展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
划。如今，营商环境建设已
建立长效机制，周铁根表
示，要保持久久为功的定
力，增强常抓常新的韧劲，
推动营商环境每年都有新改
善，为徐州高质量发展创造
更好的环境、提供更有力的
支撑。

“硬核支撑”淮海经济区
中心城市建设

7 月 30 日，徐州淮海国
际港务区正式成立，随即首
单多式联运货物顺利出港。
淮海国际陆港的建设为徐州
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和
“江苏向东向西双向开放门
户”提供了重要支撑。与传
统模式相比，徐州淮海国际
港务区实现了出口货物的

“内陆申报、属地放行、便捷
通关”，为内陆企业实实在在
带来便利和效益。

作为一座以煤崛起的老
工业城市，徐州市实现了从
过去“一煤独大”到今天产业
多元化发展的目标，产业链、
价值链也从低端走向高端。

“徐州智能制造产业集
群”入选国家第一批66个国
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
单，“中国工程机械之都”

“世界级光伏产业基地”的
地位更加巩固……徐州市把
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四新经济”作为主
攻方向，重点发展高端装备

与智能制造、集成电路与
ICT、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大
健康“四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建立了一批高端创新创
业平台。

在徐州综合保税区，跨
境电商综试区监管场所顺利
通过海关验收，线上综合服
务平台完成系统调试，成为
徐州获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
城市后建成的首个跨境电商
线上、线下平台。在淮海科
技城，7家世界500强、11家
国内软件百强、7 家院士领
军企业、121 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及双软企业入驻，“一
城一谷一院一区”科技创新
标志性工程初具规模。在徐
州城东，一片淮海经济区发
展中具有引领带动力的金融
商务中心集聚而起。

从便捷高效的物流到高
端创新平台集聚，从淮海经
济区金融高地到吸引企业

“安家”的福地，综合实力的
不断提升为中心城市的营商
环境提供了“硬核支撑”。今
年1至7月，徐州市新开工四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273
个，占比51.1%。

有专家表示，这样的成
果主要得益于政府在政策制
定上的革新理念与突破举
措，而记者通过三天实地采
访发现，优良的营商环境也
是政府凝聚人心、企业快速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多措并举
让企业吃下定心丸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打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既是老话
题也是新课题。特别是受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对良
好的营商环境有着更高更迫
切的需求。

“困难之时，徐州市政府
出台《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包
含减轻企业负担、加大金融
支持、稳定职工队伍、强化精
准服务四个方面，共21条扶
持政策，给中小企业吃下了
定心丸。”徐州市市长庄兆林
介绍。

2月8日，一列从俄罗斯
乌兰乌德发运徐州铁路货运
中心的木材进口班列（计48
车）到达铜山站完成卸货，实

现了抗击疫情期间江苏中欧
班列首发和首班回程班列，
为徐州当地木材加工企业顺
利复工复产提供货源保障。

面对企业反映的招工难
问题，相关部门动态跟踪企
业缺工情况，采集企业岗位
信息4.1万个；将求职人员信
息梳理分类后精准推送给缺
工企业，累计为全市1378家
企业招聘到岗1.48万人。

面对资金链问题，徐州
市创新推出“外贸复工贷”等
金融保障业务，对3330家贷
款到期和还款困难企业（个
体工商户）涉贷金额82.14亿
元，采取了延期还本付息、贷
款展期、借新还旧等支持措
施，免征中小微企业2—6月
份基本养老、工伤、失业保险
单位缴费；职工医保2—6月
份的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
收，预计降低企业负担 8.03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减
免所得税 1.2 亿元，2200 余
家企业享受用房、用土税减
免近1600万元，13家企业技
术转让、技术开发免征增值
税660.38万元。

与此同时，徐州市 4300
多名干部深入企业，开展“一
对一”包挂服务，帮助解决职
工返岗、交通运输、原料短缺
等企业反馈较多的问题，为
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江苏盛康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回忆说：“我们的
产品主要销往美国、加拿大、
泰国这些国家。由于疫情的
影响，产品都销不出去，减少
的订单有 2/3。在出口转内
销的过程中，我们要把订单
化整为零，包装和物流成本

都增加了。”
为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徐州市相关部门开通“绿色
通道”，简化内销手续办理，
帮助企业对接超市和政府食
堂，同时联系社区开展居家
团购，开拓线上销售。针对
性地帮扶举措让企业迎来了
转机。这样的例子在徐州并
非个例。

疫情是一场考验，唯有
患难才见真情。今年是徐州
市营商环境深化年，徐州确
定 18大类 60条年度重点工
作任务，积极破解企业全生
命周期中的“堵点”“痛点”问
题，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线上线下
提供管家式服务

“我们在全省率先组建
市县两级企业服务中心，创
新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察，
建立了‘有求必应，无事不
扰’的服务企业机制。”徐州
市政务办主任闫海曙介绍。

所谓“有求必应”，就是
各级政府对政务服务、生产
经营、公开承诺、社会保障、
融资贷款、法律援助等 9 类
企业生产经营发展中的合理
诉求要及时回应，畅通反映
渠道，及时办理反馈，切实解
决问题；所谓“无事不扰”就
是要坚决防止强制入会、干
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等
8类行为，并建立企业诉求办
理回应制度、涉企事项报备
制度、督查问责制度，从制度
层面明晰职责。

市营商办综合协调组副

组长王成群告诉记者，在平
台建设中，徐州市还有一把
利器，即由市营商办统筹，市
政务办牵头，依托全市政务
服务系统的企业服务中心、
配套数字平台和相关机制。

据悉，平台主要是普及、
解读相关政策，以及处理好
企业对各政府部门的诉求。
今年以来，数字平台涉及县
区诉求共计600多件。

“有的企业拨打 12345
投诉，也由企业服务中心受
理并督办。”企业服务中心
副主任李文说，“如果相关
部门第一次闭环没办好，中
心会二次督办并给予橙色警
报。如果还没办好，市纪委
将介入。”

这种责任落实到位的制
度对促进各部门服务能力提
升有显著效果，有些涉及多
个部门的难题，很快就能得
到解决。

随着综合性企业服务平
台、手机APP、微信公众号陆
续上线运行，与线下服务窗
口、12345热线互通，徐州市
为企业提供了全闭环护航服
务，让企业享受到了淘宝式
便利服务。

这一系列功能，被人们
亲切地誉为政府服务企业的

“110”，但凡涉及咨询求助、
投诉举报和维权等方面诉求
时，企业第一时间想到的就
是该平台。

在服务中心，记者看到
重要信息在屏幕上持续滚
动，政策解读会通过显著颜
色予以提示，企业提出问题
的答复及解决方案也会在此
公开。

在政策普及上，服务中
心信息运维部负责人王俊山
表示，涉企政策会线上实时
更新，申报类政策设立专栏，
使政策更海量、更及时、更集
中、更权威。“企业登录即可
实现政策的查询、订阅、分
享、匹配、收藏和推送，有效
解决了政策获得感不强的难
题。”王俊山在电脑前一边演
示一边解说。

江苏省徐州市：

打造创新创业者驻足逐梦的打造创新创业者驻足逐梦的““安乐窝安乐窝””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徐州市企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民服务。王 楠摄

徐工挖机智能化柔

性焊接生产线。

徐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