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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颖奇）记者了解
到，中山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出台《中山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面提升经营主体
活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
简称“《措施》”），从优化准入准营退出、
创新服务方式、提升竞争力、强化重点帮
扶、健全长效监管等五个方面实行 35条
精准帮扶措施，全面提升经营主体发展活
力，更好地服务中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大局。

《措施》要求，中山将在深入实施“一
照通行”“一照多址”“容缺办理”“一网通
办”等政策，简化审批业务办理流程的基
础上，推行港澳企业全程电子化登记改
革，实现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的港澳自然人投资者在中山开办企业全
程电子化、零见面办理；推进与深圳市食
品许可跨城互认试点改革，实现企业“一
地办证、多地经营”，进一步便利港澳居民
开办企业和深圳企业跨城互认。同时，《措
施》还要求压减审批时限，对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许可现场审查时限缩短为 10个工
作日，对CCC（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免办
工作，要求2个工作日办结，最大限度减少
企业等候审批的时间。

在创新服务和监督管理方面，《措施》
从优化实名认证流程、推动标准制定、建
设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信息化支撑、规范
涉企收费、包容审慎监管等方面设定了14
项制度措施。其中，针对商事档案查询，

《措施》提出，推广应用中山市商事登记档
案“容 e查”平台，为企业、群众、律师、公检
法等提供电子档案网上查询、拷贝和利用
服务，实现零见面、马上办。针对包容审慎
监管，将向经营主体提供涵盖宽松包容准
入、能动审慎监管和合理容错惩戒的“政
策包”。

为助力经营主体提升竞争力，强化重
点行业帮扶。《措施》提出，开展“中山精
造”优质产品评价工作，评选一批质量过
硬、美誉度高、竞争优势明显的“中山精
造”优质产品。同时，将开展“名特优新”个
体工商户申报工作，围绕个体工商户信用
评价规范，对接金融机构，为个体工商户
融资贷款“引资蓄力”。此外，将重点加大

食品、医药产业帮扶力度，推动预制菜企
业高质量发展，加快生物医药行业审批速
度和进口便利化工作。

“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是家电企业
的实际需求，也可以更有效地提升家电产
品品质，从而有力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广东索乐斯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崔运光表示，《措施》中提到鼓励企事业单
位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和地方标准，不仅能够切实地提升中山
家电行业产业化、标准化水平，为消费市
场供应更多优质、可靠且耐用的产品，同
时也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运用相关标准，更
新与调整产品结构，迅速完成产品的迭
代，将更多智能化的高端产品推向市场。

市市场监管局出台35条措施提升经营主体活力

港澳居民中山开办企业可全程电子化办理

■为企业定制个性化搬迁方案
走进恒美园山仔白石环工业区，平

整后的园区井井有条。这里是中山市首
个“连改带征”的改造项目，过去，该工业
区以“低散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空间混乱、土地产出低、环境污染大、安
全隐患多。为更好地实现产业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该片区按下“工改”的加速键。
经过两年多的奋斗，一期“工改工”改造
项目先后完成了村民表决、搬迁腾挪和
用地报批手续，正有序地挂榜招商。

“搬的时候肯定有折损。但现在回
想，这一步迟早还是要走。”过去中山园
仔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园仔山工业区
最大的限上企业，创始人赖亚平 4月 12
日刚走出会议室就对记者宣布喜讯——
搬迁后，南区街道积极为该公司申请“特
批供地”，希望该公司将总部留在南区，
如今供地推进情况有了新进展。除了布
局总部基地，他们计划进一步将农业技
术研发基地也放在南区。

从 2012年 3月落户南区，在南区奋
斗了12年的赖亚平深有感触，就在恒美，
园仔山菌业从一家小规模的传统农业作
坊，发展成为目前集科研、培训、生产、加
工、销售为一体，全天候种植金针菇的高

科技农业产业化企业，产能在全国同行
业中名列前茅。随着行业竞争的白热化，
他渐渐地感受到，未来的农业发展必须
靠科技，发展智能农业。“在 2022年我们
制定新的十年计划时，就想要将生产线
在 2025年之前有序地搬出南区，将总部
和研发端放在这里，中山的工改加快了
我们的进程。”赖亚平说，中山制造业基
础牢固，发展农业智能设备研发的区位
优势明显，更重要的是，南区街道的营商
环境让他们安心。

在“工改”过程中，南区街道主要负
责人隔三差五就会与企业面对面沟通，
通过“项目经理人”为企业搬迁腾挪制定
个性化的搬迁方案。经过沟通，赖亚平希
望企业在总部建设中得到支持。南区“工
改”办积极协调，为公司的总部建设申请
了“特批供地”，更帮他在总部完成建设
投入使用前，以优于市场价协调租下了
街道集体资产公司的闲置厂房用于腾挪
过渡。有了贴心的服务，赖亚平全力支持
工改，于 2022年 11月份全面停产开始腾
挪，并于2023年2月完成拆除整理。

“我们公司虽然规模小，但南区的服务
依然周到，我们刚答应搬迁腾挪，不到一周
南区街道的工作人员就在附近的渡头选出

了两个地块给我们承租，保姆式的服务让
我们搬得很顺利。”翁怡杯如是说。

■“安居工程”让优质企业扎根升级
南区工改办负责人说，“工改”除了

是一场产业发展空间重塑工程、产业结
构调整工程，也是党群关系助推工程，干
部转作风的重要考场。“工改”后能否留
住本土优质企业考验着每一个“工改”干
部的工作作风。南区街道抓住服务企业
做好腾挪搬迁这个关键环节，把尽量减
少企业损失、尽可能稳定企业生产经营
作为工作出发点，分类施策，大力实施搬
迁腾挪企业“安居工程”：

对优质重点企业，个性定制腾挪方
案。靠前服务、上门服务，一方面协助企
业申请中山市级规上企业搬迁腾挪补
助；另一方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由南区
街道特批供地发展总部经济，科学制定
腾挪计划，保证企业生产经营健康运转，
保护产业生态链完整不断。

对一般经营主体，提供一次性搬迁
补助。在市级补助规上企业的基础上，出
台合理奖补政策，印发《南区街道关于恒
美园山仔白石环工业区一期用地企业搬
迁的工作方案》，对所有租期未满并在规

定时间内自行完成搬迁的经营主体（非
规上企业），由南区街道按照 5元/平方
米/月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搬迁补助（补
助租期最长不超过两年），最大限度降低
园区内经营主体的搬迁损失。

同时对成长性企业，南区街道以服
务促腾挪。摸排搬迁成长性企业的发展
计划，对接南区资产公司和私人业主梳
理闲置厂房资源，做好搬迁协助、租赁咨
询服务，帮助企业及时落实腾挪厂房。协
调加快办理新厂房验收、相关开业许可
等手续，帮助企业实现早腾挪、早复工。

对落后产能，坚持文明执法、严格执
法。部门联动，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
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切实做
到风险隐患查清楚、防在前，一方面帮助
愿意整改的企业，借腾挪机会破旧立新、
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对屡教不改的落后
产能，坚决依法予以淘汰。

以恒美园山仔白石环项目为例，南
区街道共向园区的53家企业发放搬迁腾
挪补助超过 725万元，仅用时 3个月就完
成了园区经营主体的搬迁腾挪工作。经
回访排查，园区原有72家经营主体中，有
52家腾挪后仍留在南区经营发展，留存
率72.2%。

念好 字经 留住企业
“南区街道贴心服务，快速

帮我们找到搬迁地，落实各项

补贴政策，让我们安心留在这

里发展。”中山市宏翼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翁怡杯说，他

工厂所在恒美园山仔白石环工

业区是南区“工改”的重点片

区。南区“工改”办多次上门宣

讲政策、高效服务，让他们对南

区发展充满信心。企业搬迁到

渡头后，发展平稳，订单不断。

据介绍，推进过程中，南区坚持

念好“谈、移、拆、建、引”五字

经，特别是在“移”字上做好服

务文章，换得企业能留尽留、优

化升级。

本报记者 徐钧钻 通讯员 徐小聪 2022年7月28日，南区街道举行园山仔白石环“工改”项目拆除启动仪式。（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南区街道用贴心服务换取企业理解，逾七成搬迁腾挪企业留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