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城县以“服务企业办实事”为重点工作任务，以“万人助企”活动为工
作的切入点，乐于担当企业办事的“服务员”，聚焦企业办事过程中的难点堵
点问题，切实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全力助推该县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深化企业办事“一窗受理”和“一件事”改革。在食药卫健、社会事务、
项目建设等领域实行无差别“一窗受理”，扎实推进重点项目联审联批、容
缺办理机制落实，减少不必要环节和重复提交材料，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快
速落地。设立企业“一件事一次办”专区，整合市场监督、税务、医保、人社、
刻章、住房公积金和农商行等职能，将营业执照、公章制作、发票申领、员工
参保登记、公积金银行开户等 6项单一事项整合为五种“套餐”，供群众自由
选择，办理时限由原来的 5 天缩减为 1 天，实现了企业和群众一次申请、一
次办成。

推进“不见面审批”提质增效。坚持把统筹服务窗口、服务平台、服务
标准、服务力量作为推进行政审批服务集成化改革的重要抓手，认真做好
政务服务事项动态调整工作，制作《服务指南》和业务流程图，做到事项全
覆盖、程序全透明、服务全方位，进一步提高“不见面审批”事项覆盖率。

畅通咨询投诉渠道。深化“码上监督”“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等投诉平
台应用，开展常态化、数据化监督，着力解决办事过程中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差、慢作为、不作为等问题。扎实推进“好差评”功能，不断疏通企业群众的

“办事梗阻”，倒逼市民之家窗口规范运行、优化服务，不断推进政务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凝聚合力抓项目，以项目落地强力带
动经济发展；项目落地后，狠抓‘万人助企’，找准制约企业发展的堵点和难
点，压紧压实责任，主动担当作为，让企业稳定发展、舒心发展，助推襄城经
济高质量发展。”襄城县委书记孙毅如是说。

千方百计解难题 千年古县绽新姿
——襄城县深入推进“万人助企”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侯力强 通讯员 杨延召

“在开展‘万人助企’工作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严格落实惠企政策，切实
为企业发展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实际成效推动襄城经济发展再上
新台阶。”襄城县县长范耀江说。

53 亩厂房用地，可利用率仅有 20%，因不能加盖厂房，导致没有完
善的设施设备，生产出的产品运送至外地加工，进一步增加了成本。这
是位于襄城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南区的襄城奥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曾经
面临的难题。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厂区内部有一条 220 千伏高压线，影响到了
企业的扩建。襄城县“万人助企”活动办公室主动担当问题“协调员”，
于今年 3月 11日将该难题成功解决。

这条高压线是河南省平顶山市贾庄变电站至郑州市徐庄变电站之
间的一条 220 千伏电压等级的线路，是一条备用高压线路，主要用于应
急使用，襄城县至平顶山段的线路由国网平顶山供电公司负责维护。
由于平徐线的归属权且考虑到电网运行安全以及拆除成本等因素影
响，导致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从 2021 年下半年开始，襄城县“万人助企”活动办公室不断与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电力等部门召开专题协调推进会集中研判，多次
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考虑到近年来襄城县供电网络结构更加完善、科
学、合理，且企业扩产增收刻不容缓，经许昌供电公司、平顶山电力公司
通力协作，最终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同意，拆除了这条备用高压线
路，制约南区企业扩产增收的“中梗阻”被正式疏通解决。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襄城县深入推进“万人助企”工作中比比皆
是。解决企业问题，主要体现在对硬骨头的处理上。针对企业反映较
多的要素、保障、不动产办理、融资难等问题，襄城县坚持创新驱动，破
解工作壁垒，提升工作实效，出台了《关于襄城县工业项目不动产登记
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先后对 20 家企业不动产办理进行联审联批，为
12 家企业容缺办理不动产登记证；设立开办企业专区，组织市场监管、
公安、税务等部门，整合资源共享审批数据和信息，简化企业开办流程，
提升服务效能，实现一个工作日零成本完成企业开办全部手续，为来襄
投资企业开辟“快速跑道”。

襄城县印发《关于规范企业检查行为落实企业“宁静生产日”制度的通知》，规
定每月至少 25 天为“宁静生产日”，并对各有关单位检查企业报备程序、检查行为
规范进行了明确，未经备案企业可拒绝接受检查。

襄城县“万人助企”活动办公室统一印制襄城县规范企业检查行为备案表，统
一编号，行政执法部门确需进入企业检查的，需提前填写襄城县规范企业检查行
为备案表，经县“万人助企”活动办公室盖章确认后，交企业备案，方可执行检查。
实施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的，由牵头部门负责备案。该县“万人助企”活动办公室
统筹相关部门入企检查，保障“宁静生产日”时间，未经备案企业可拒绝接受检查。

在规范检查行为方面，襄城县严格控制检查次数，除对信用风险等级较高的
企业以及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环境保护等确需重复检查
的事项外，同一单位对同一企业开展的检查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1 次，对相同或相近
的检查，应首选联合检查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检查次数。县级行政执法部门主
动与市级对口部门对接，争取市、县同步检查，或依据市级检查结果，减少县级检
查。省级部门开展检查时，县级相关部门要做好配合协调，减轻企业迎检负担。

“1+1+X”工作制是在原有“万人助企”工作的基础上，实行 1名助企干部，增加
1 名纪委监委联络员，根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需要若干个（X）职能
部门解决，就确定 X 个具体责任人，变“一人助企”为“专班助企”，通过实行“1+1+
X”工作制度，加强助企干部力量，形成助企工作合力。它既是一项服务企业专项
制度，更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2022 年 9 月 28 日，硅烷科技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为巩固提升我国半
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稳定性和韧性提供了硬支撑，成为襄城县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背后，“1+1+X”工作制度起到了很大作用。为做好硅
烷科技上市工作，襄城县专题召集县金融中心成立专班协调组，全力为企业服务，
利用纪委监委联络员督促各项问题的解决。每一项细节，都离不开专班的通力协
作。

“感谢县委、县政府！感谢‘万人助企’活动！我们的（光伏玻璃）项目投产过
程中，助企干部经常过来，有问题就随时有人解决。”许昌安彩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许昌安彩）总经理王庆勇自豪地说，“从 2021 年 5 月 20 日打下第一根桩
基，再到 2022 年 4 月 20 日点火，许昌安彩光伏玻璃项目仅用了 11 个月，在国内同
类型项目中用时最短，比预定建设工期提前了 16 个月。”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10.8 亿元，占地 350 亩，投产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10.4 亿元，利税 1.8 亿元，将进一
步优化襄城新能源产业布局和发展生态。

走进民营骨干企业万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听到的是机声轰
鸣，看到的是员工们在赶制面制食品机械产品出口订单。提起“万人助企”
活动，该企业董事长王晓杰感触颇深：“企业能有今天的好光景，多亏包企
领导干部的帮忙。正当企业经营困难之时，他们积极主动为我们企业解决
了不动产证的办理，还为我们引进紧缺人才 18名，才使企业欢腾起来。”

襄城县以“六项对接”为抓手成为企业发展的“组织员”，促进产业链、
创新链、供应链、要素链、制度链“五链”深度耦合，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创新
创造活力，推进活动走深走实。

政策对接方面，组织各涉企单位认真梳理各领域惠企政策，及时开展
政策宣传月活动，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提高了企业政策知晓率，确保各类
惠企政策宣传到位、落实到位。

政银企对接方面，以“行长进万企”活动为抓手，开展惠企纾困银企对
接会专场等金融对接活动 17 场次，签订贷款意向近 6 亿元，落地贷款 1.6 亿
元。

产销对接方面，围绕制造业、农业、建筑业、商贸等行业开展产销对接
活动，帮助企业开拓市场、扩大销售、缓解库存压力，其中建筑施工企业累
计购买使用本地产品 5234.6万余元。

产学研对接方面，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精
准对接，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的动能和动力，全年开展对接活
动 6次。

用工对接方面，经常性地对企业用工需求进行调查和监测，建立企业
用工需求信息库，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平台作用，
促进企业和各类人才有效对接。

“两化”融合方面，突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制造
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扎实推进两化融合对接活动 3 次。邀请省、
市专家分别就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惠企政策、5G 发展、企业上云等方面，
对 100余家企业进行培训讲解，推动提升企业对信息化的认识。

315 名助企干部分包 357 家企业，其中 30 名县领导分

包 60 家企业，284 名科级干部分包 297 家企业，137 名县纪

委监委联络员参与到“万人助企”工作中来，累计为企业

解决问题 435个。

设立“纾困调贷专项资金”，扎实开展银企对接活动，

2022 年全县新增中小微型企业贷款共计约 13.85 亿元，为

名录库 829家市场主体发放贷款 45.39亿元。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县 2046 项县级政务服务事项

全部达到“最多跑一次”标准，审批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

“一网通办”率、不见面审批事项均达到 100%。

……

俯瞰襄城沃野，百花盛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万

人助企”工作开展以来，襄城县积极贯彻落实省、市重要

决策部署，千方百计狠抓项目落地，千方百计狠抓企业问

题解决，切实打通企业发展的痛点和堵点，着力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解决了一大批影响和

制约企业发展的难题。

2023 年伊始，襄城县委、县政府就定下“心无旁骛抓

发展、全力以赴拼经济”的总基调，真正在“谋”字上下功

夫，在“拼”字上做文章，以周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

以季保年。襄城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挂帅，确定每周一调

度项目、每周二调度企业；连续召开 8 次周调度会，县委书

记孙毅、县长范耀江亲自听取企业问题，建立台账，亲自

安排部署问题推进。主要领导担当企业发展“协调员”，

变身营商环境“督察员”，当好政府企业“联络员”，成为企

业发展“组织员”，乐做企业办事“服务员”，使千年古县襄

城县迎来了热火朝天的景象和企业蓬勃发展的春天。

变身营商环境“督察员”：
落实“宁静生产日”制度，让企业安心谋发展

担当企业发展“协调员”：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为来襄企业开辟“快速跑道”

当好政府企业“联络员”：
“1+1+X”工作制度，助企业轻装上阵

成为企业发展“ 组织员”：
以“六项对接”为抓手，推进活动走深走实

乐做企业办事“服务员”：
细化服务减环节，“不见面审批”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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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孙毅（右三）、县长范耀江（右一）在安彩新能源现场调研

各责任单位助企干部到企业走访收集问题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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