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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系列专刊之一

全省加快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助推企业减负增效、提速发展

今年以来ꎬ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ꎬ聚焦企业需求搭建服务平

台ꎬ推动惠企政策事项标准化、服务流程规范化、兑现方式

便利化ꎬ助力企业纾困解难ꎮ 省政务改革推进办牵头ꎬ会

同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等部门全量归集政策ꎬ

梳理细分为可申兑的惠企政策事项 １０４８８ 个ꎬ在省政府网

站和各级政务服务网统一发布展示ꎻ精准推送政策ꎬ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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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类涉企数据为企业分类“画像”ꎬ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金税系统”精准推送政策信息 ２８００ 余万条ꎻ规范

申兑流程ꎬ编制政策申兑手册和办事指南ꎬ统一申报标准、

申请材料、办理流程等要素ꎬ推动惠企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管理ꎬ全省已兑现惠企资金 ４３７ 亿元ꎻ优化申兑服务ꎬ在政

务服务网开设惠企政策专区、政务服务大厅设立惠企政策

专窗ꎬ开通 １２３４５ 热线惠企服务专线ꎬ实行“一窗(网)办

理、一号咨询”ꎮ 在工作推进中ꎬ各地立足实际积极探索、

优化服务ꎬ有效打通政策落地“中梗阻”ꎬ让企业真正享受

到“真金白银”的扶持ꎬ涌现出一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ꎮ

绵阳市创新打造“绵企通”惠企政策服务平台ꎮ 一是

全量归集惠企政策ꎬ实现政策“智能查”ꎮ 在“绵企通”平

台汇集国省市县四级惠企政策 ２２８０ 余条ꎬ上传惠企政策

事项 １４１４ 项ꎬ从“政策级别”“政策主题”“支持行业”等多

个维度分类展示相关政策ꎬ将政策文件和具体惠企事项进

行关联ꎬ方便企业按需查询ꎮ 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

对市县两级惠企政策文件全量解读ꎬ发布政策解读 ７９２

条ꎬ确保企业 “看得懂、用得上”ꎮ 二是精准匹配政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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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ꎬ实现政策“主动推”ꎮ 联通“绵企通”平台与全市数据

资源共享交换平台ꎬ动态更新企业信息数据库ꎬ按照企业

资质、行业类别、纳税额等为企业“贴标签”ꎮ 通过系统自

动匹配ꎬ向企业精准推送政策短信 １３ 万条ꎬ主动让“政策

找企业”ꎮ 三是全面推进网上办理ꎬ实现政策“透明办”ꎮ

规范编制«惠企政策事项清单» «工作手册» «申兑指南»ꎬ

统一线上线下申报受理渠道ꎬ市县两级所有惠企政策事项

可在“绵企通”平台审核ꎬ实现惠企政策审批全流程监管ꎮ

截至目前ꎬ全市开设“惠企政策服务专窗”２６ 个ꎬ平台正在

申报惠企政策事项 ４８９ 项ꎬ已开展网上审批 ２０００ 余件ꎮ

四是加强财政审核监管ꎬ实现政策“限时兑”ꎮ 进一步规

范资金管理ꎬ全面归集奖补资金预算信息ꎬ编制«涉企奖

补资金清单»ꎬ作为考核及财政拨付依据ꎮ 压减审批时

限、简化拨付流程ꎬ实现简单事项不超过 １０ 个工作日ꎬ复

杂事项不超过 ４０ 个工作日ꎮ 每季度将资金兑付情况予以

通报ꎬ２０２４ 年发出工作通报 ２ 期ꎬ通过“绵企通”平台公开

１４００ 余项兑付结果ꎬ涉及金额 ６. ３ 亿余元ꎬ惠及企业 ３. ６

万余家ꎮ 五是畅通企业反映渠道ꎬ实现政策 “公开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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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通过“绵企通”平台、惠企政策专窗、１２３４５ 政务服

务热线等反馈惠企政策咨询、申报、兑付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ꎮ 聘任 ６０ 名营商环境监督员ꎬ对惠企政策实现效果、企

业反响等进行真实反馈ꎮ

达州市实行“五全”机制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ꎮ

一是全类别梳理ꎬ一站汇集ꎮ 动态发布市县两级事项清

单ꎬ整合 ２３ 个行业 １３５３ 项惠企条款ꎬ形成 ３９７ 项现行有

效可操作的事项清单ꎮ 同步运行达州政企服务平台和政

务服务大厅惠企专窗ꎬ制定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

“一站汇集”操作清单ꎬ着力提高政策兑现便捷性ꎮ 二是

全方位宣传ꎬ扩面增效ꎮ 通过上门宣讲、视频直播、公交载

体等 ６ 种渠道ꎬ对政策关键要素进行全方位、立体化解读ꎬ

先后在达州“万市兴”平台直播 ６４ 场(次)ꎬ上门为 ５００ 余

家企业现场服务ꎬ发放惠企政策明白卡 １ 万余份ꎬ聚力提

高政策透明度和知晓度ꎮ 三是全流程优化ꎬ直达快享ꎮ 统

一工作手册和申兑指南共 ２７０ 个事项ꎬ明确惠及对象、申

报条件、兑现时限等要素ꎬ实现 ２１６ 项政策条款快申快享、

５４ 项政策条款免申即享ꎮ 归集全市 ３０ 万经营主体数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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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立达州市法人“信息库”ꎮ 四是全领域配置ꎬ智能

匹配ꎮ 在“达州政企服务平台”发布各类政策 ５１３ 条ꎬ设

置“政策精准匹配对接” “政策免申即享”等 ７ 个特色栏

目ꎬ持续升级完善平台功能ꎬ推行政策“免申即享”和全程

网上一次申报、快速兑现ꎮ 五是全链条管理ꎬ精准高效ꎮ

推动出台惠企政策资金保障管理办法ꎬ做好科学测算ꎬ足

额保障兑付资金ꎮ 对惠企资金分配、使用等环节进行全链

条、全过程监管ꎬ督促各地各部门按时兑付ꎮ 今年以来ꎬ全

市线上线下共兑现惠企政策 １２７ 条ꎬ兑付资金 ８. ２ 亿元ꎬ

惠及企业 ３ 万余家ꎮ

巴中市多措并举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ꎮ 一是贯通

线上线下ꎬ推动惠企政策“找得到”ꎮ 在四川政务服务网

惠企政策专区全量发布市县两级惠企政策ꎬ充分利用

“声、屏、报、网、端、微”等全媒体ꎬ持续开展惠企政策“明

白卡、主播说、专题栏”线上宣贯活动ꎬ推送“明白卡”５ 期

１８８ 条、刊播“主播说” “动漫解读”４ 期、专栏发布政策 ４０

期ꎬ６０ 万余人次通过线上一键查询、获知惠企政策ꎮ 创新

开展“一县(区)一主题、一季一宣讲”惠企政策宣贯活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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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别、分片区精准开展政策辅导ꎬ实现惠企政策宣传 ２１

个行业主管部门全联动、５２ 个乡镇片区全覆盖ꎮ 二是优

化办理方式ꎬ推动惠企政策“落得实”ꎮ 打造线上服务平

台ꎬ围绕重点产业和项目组建政务服务“管家团”ꎬ建立

“平台收单、中心派单、跑手接单、企业评单”工作机制ꎬ持

续优化“巴中跑团”帮办代办服务ꎮ 选派 １２０ 名“惠企政

策专员”、２０ 名“政府事务专员”ꎬ建立“一企一档”企业信

息库ꎬ设立 １２３４５ 企业服务专线ꎬ集成各方力量提供一对

一的政策服务ꎮ 在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全覆盖设立

“惠企政策服务专窗”ꎬ在重点产业园区创新建立企业综

合服务驿站ꎬ打造“企业幸福中心”ꎬ提供集成式惠企政策

兑现服务ꎮ 三是加强效果评估ꎬ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ꎮ

持续加强民营经济政策落实成效评估评价ꎬ创新开展惠企

政策“月度回访＋季度抽查＋年度评估”评价行动ꎬ每月开

展政策回访ꎬ每季度“政策专员”开展政策落实情况抽查ꎬ

每年联合开展政策评估评价ꎮ 依托“巴商茶间荟”、企业

家服务座谈会等政企沟通交流平台ꎬ在全市范围内创新设

立 １５ 个营商环境监测点、选拔 ３０ 个营商环境监督员ꎬ抽
—６—



派相关部门业务骨干组建督导组ꎬ通过实地观察、走访座

谈、意见反馈等方式了解问题和困难ꎬ建立协商解决机制ꎬ

全力打通政策落地“中梗阻”ꎮ

成都市新津区探索“政策找企业”服务新模式ꎮ 一是

夯实数据支撑ꎬ实现政策精准推送ꎮ 按照支持标准、享受

条件、申兑方式等对全区 ７ 大类惠企政策进行系统梳理、

颗粒拆解、标签处理ꎬ形成 １８４ 个政策条目、３６２ 个政策标

签ꎮ 通过上级数据回流、部门上传和补充采集等方式ꎬ建

立全区 ４. ５ 万户市场主体数据库ꎬ创建企业信用评价、许

可资质、经营指标、法人信息等 ７８ 个企业标签ꎬ形成企业

精准画像ꎮ 通过数据中台将政策企业双画像进行智能匹

配ꎬ匹配结果自动推送至企业ꎬ重点企业匹配精准度达

９０％ 以上ꎮ 二是创新平台功能ꎬ实现政策智能服务ꎮ 在惠

企政策智慧服务平台创新推出政策检索、可视追踪、智能

分析、纪委督促等 １０ 余项功能ꎮ 通过短信及时向企业推

送智能匹配结果、资金到位情况ꎬ企业可实时查询政策申

报、审核、兑付等全流程执行进度ꎬ全天候收集反馈企业意

见建议和咨询投诉ꎬ区纪委监委全方位加强监督、推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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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ꎮ 开发领导驾驶舱数据看板ꎬ分类全量归集历史申

兑数据ꎬ从扶持产业、扶持类型、扶持效益等多维度、多层

次自动汇总、初步评估政策扶持效果ꎮ 三是重构申兑流

程ꎬ实现政策“直达快享”ꎮ 分类划分惠企政策ꎬ梳理形成

“免申即享” “易申快享”两类清单ꎬ首批免申即享比例达

４０％ ꎮ 出台 «成都市新津区政策找企业工作机制 (试

行)»ꎬ推动惠企政策由“企业先报、政府再审”的传统模式

向“系统推送、企业申领”的主动服务模式转变ꎮ 探索实

行惠企资金预拨制ꎬ从过去的一年两次申报、兑付周期三

个月以上ꎬ转变为“免申即享”类政策企业无需申报、一周

兑付ꎬ实现“易申快享”类政策线上极简申报、每季兑付ꎬ

今年 ４ 月 ９ 日实现“政策找企业”以来ꎬ累计兑现 ９９００ 余

万元ꎬ惠及企业 ３００ 余家ꎮ

(根据有关地方材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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