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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加持，不断刷新项
目落地速度

“一个大型精细化工项目能在半年内
落地动工，这是行业的奇迹。我们为中山
的速度和智慧点一个大大的赞！”8月11日
上午，新迈奇大湾区生产总部基地项目
（下称“新迈奇项目”）在中山市三角镇高
平化工园区动工。从规划调整、土地征收
到土地出让、规划报建、动工，新迈奇项目
经历了 50多项审批程序，创造了仅用时 5
个半月的“中山速度”，中创集团总裁郑贵
辉在动工现场由衷赞叹。

新迈奇项目是中山市镇联动服务企业
和项目的典型案例，也是今年以来中山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建设项目快速落地的缩
影。4月2日，三花新能源汽车零配件生产基
地在中山智能家电产业园（黄圃港片区）动
工建设，从签约到动工用时约两个半月；4月
14日，中创集团广东医谷·中山生命科学园
项目动工，项目从会面洽谈、签订战略协议
到当日实现“拿地即动工”，全流程仅用51
天；4月15日，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
资扩产项目动工，前后用时约3个月，比常规
用时压缩一半以上。此外，还有多个项目实
现“拿地即动工”，用时最快仅5分钟。

不断被刷新的“中山速度”，是“审批
提速”的最好佐证。近两年来，为高效打通
产业项目落地动工建设的堵点、难点，用
心用情用力推动项目加速动工，中山打造
了“中山市项目落地审批协同管理平台”，
实施产业项目落地全流程改革，首次将审
批之外的政府决策和管理纳入改革范围，
实现项目洽谈、准入、用地审批、建设报
批、建设五大阶段超 80个环节全流程“一
网协同”。目前，全市超3000个社会投资类
项目已实现落地无缝衔接、快速推进。此
外，实行“一项目一库”，所有项目“一码贯
穿”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并提供多方在
线协同、督办、超时预警功能，确保项目落
地各环节办理高效畅顺。

“粤商通”平台中，也布局增设了增资
扩产需求“企帮手”，并与项目落地审批协
同管理平台实行联动，实现增资扩产需求

“一键直通”政府部门。

■支持镇街因地施策，解决项
目落地“堵点”

在“审批提速”的过程中，市级重点项
目导办代办团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如为企业讲解“拿地即动工”具体工作

方案，提供前期资料预审及导办帮办网上
申报事项等企业管家服务，有效减少企业
申办项目各环节的准备时间，大力推动企
业“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今年以来，在
该模式的基础上，中山还鼓励各镇街因地
制宜，出新招、出实招加速产业项目落地。

如翠亨新区为重点企业和项目配备
“首席服务官”团队，打破固定服务时间和
场景限制，采用上门服务、延时服务、导办
代办、在线指导等模式，及时解决项目和
企业在建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行政审批
和公共服务事项困难，在项目落地提速的
同时增强企业获得感。

今年 8月底，中山市瑞福达触控显示
技术有限公司的经办人员在临下班时匆
匆走进翠亨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告诉咨询
导办工作人员，他们前段时间成功招引到
几家产业链上游的深圳优质企业进驻园
区，根据协议需在当天内提供二期厂房的
施工许可证，否则无法达成合作，错失发
展机遇。得知情况后，“首席服务官”团队
启动了延时服务，一方面“手把手”指导企
业在网上系统填写信息，另一方面联系新
区建管局审批人员加班加点同步为项目
审核材料。经过与审批部门相互配合、协
同服务，服务团队仅花了 4个小时就完成
了平时需要一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的施工
报建、消防设计审查、应建人防等多个业
务，大大压缩了综合用时，赶在当天晚上8
时33分为企业核发了施工许可证。

古镇镇党委在全市率先设立“落地
办”办公室，配套组建“灯都帮办”服务团
队，为狮盾电器工业园项目、嘉宝项目、左
向照明、海弗来照明、蓝晨科技等 26个重
点民生、招商引资项目解决落地难题。

南头镇开通“工改”项目审批“绿色通
道”，选派骨干人员集中现场办理业务，工
改项目审批实现“即来即办，即办即转”，
办理时间在现有项目审批时限基础上再
提速50％以上，最大限度保障各类重点项

目审批全流程“最多跑一次”。

■设立“企业服务1号线”，精
准对接企业需求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中山开展了
“企业吹哨、政府报到”集成改革，倒逼项
目落地及涉企服务提速增效。

一方面，以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为核心，形成由企业“吹哨”、调度平台

“传哨”、承办单位“应哨”、督办“问哨”、企
业“评哨”、监察“巡哨”的闭环工作机制，
有效提高政府为企业服务的能力，促进营
商环境发展。

另一方面，依托12345热线平台，设立
了“企业服务 1号线”，即从话务员当中挑
选 6名骨干成员，设立 24小时全时企业热
线专席，建立“红名单”机制，实现重点服
务企业诉求优先接听，强力督办。据骨干
成员之一石冰莹介绍，所谓“企业服务1号
线”，就是当企业拨通 12345热线电话后，
通过系统自动识别分流，便可与企业专席
话务员直接沟通，反映企业诉求。话务员
能直接解决的诉求便给予答复，解决不了
的便通过工单派单方式，直接派送到对应
承办部门给予回复及办理。

今年通过“企业服务1号线”，市政务服
务数据管理局收集到小榄镇政务服务中心

“长时间无法预约”业务办理事项的诉求增
多的情况，并马上向小榄镇反馈。小榄镇主
动作为，积极探求解决方法，转变工作思
路，充分调动人力物力，通过增加受理人
手、开放现场线下预约功能、深化延时服务
机制、开展“上门服务”等形式，在半个月内
实现了存量业务精准快速“清零”。

有数据显示，自今年“企业服务 1号
线”投入运行以来，企业专席月均受理诉
求两千余宗。针对重点事项，企业专席话
务员直接回复率达到 85%，企业相关诉求
按时办结率高达100%，已解决涉企诉求近
两万宗，企业满意度超过92%。

“马上办”助推“快步走”
“疏堵点”换来“满意度”

中山构建完善的产业项目落地全周期服务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今年10月底，中山提前完成签约招商引资项目超1000亿元的年度目

标，创造了近年来的最好成绩；华帝、明阳电气、台光电子等本土优质企业顺

利实现增资扩产；三花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新迈奇大湾区生产总部基地

项目、广东医谷、傲雷集团等项目陆续花落中山……中山凭什么吸引大项目

好项目落地？答案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高效服务企业增资扩产、推动项目快速落地，是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

重要举措。近两年来，中山通过容缺受理、并联审批等综合手段，以更快速

度、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构建完善的产业项目落地全周期服务体系，释放支

持企业扎根做强的“中山诚意”，审批效率大幅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本报记者 付陈陈 冯明旻

本报讯（记者 付陈陈 通讯员 罗
伟鸿 吴泽宇）11月 14日上午，海关总
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
中心（以下简称“海关总署标法中心”）、
拱北海关、中山市人民政府在中山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WTO/TBT-SPS国
家通报咨询中心（中山）光电产品技术
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签约仪式，
这标志着全国唯一一个以光电产品为
研究对象的评议基地建设迈入新阶段。
全市 20余家出口光电企业负责人及代
表参加活动。

“三方携手共同应对光电产品技术
性贸易措施，对于提升我国光电产品技
术性贸易措施应对水平、促进光电产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签约仪式
上，海关总署标法中心副主任刘苏振对
共建光电评议基地寄予厚望。

技术性贸易措施，主要是指世界贸
易组织相关协定所管辖的各种形式的
非关税贸易措施。通过及时了解国外此
类技术法规草案的制定情况，提出评议

意见，我国可以充分参与这些法规草案
的制定，对于打破技术性贸易壁垒、保
护国家和出口企业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海关总署标法中心承担着世界贸易组
织（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协定》（SPS协定）中国国家通报咨询
中心的工作，开展对各贸易伙伴技术性
贸易措施的跟踪研究与评议工作，组织
专门产业方向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
评议基地建设。

海关总署标法中心、拱北海关和中
山市人民政府经过充分协商决定三方
共建光电评议基地，并落户具有“中国
灯饰之都”美誉的中山市，这将进一步巩
固中山灯饰产业在全国领先地位，提升
光电产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整
体水平，有利于新形势下培育我国光电
产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在签约仪式上，中山市照明灯饰电
器行业协会和中山市半导体照明协会
获颁“光电评议基地工作室”牌匾。

中华人民共和国WTO/TBT-SPS国家通报咨询中心（中山）光电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
评议基地签约仪式现场。 通讯员 黄妙双 摄

全国光电产品评议基地落户中山
助力我国光电产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