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工行吕梁分行以

无贷户“两张名单”客户为目标

客户，依托工行的布局优势和专

业服务能力，通过支行行长“结

对子”方式，以信贷业务为重点，

着眼小微企业未来成长，构建综

合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积极推进普惠客户拓户，夯实普

惠业务发展基础。

全行共有 11 名支行行长重

点对接 76 户中小微企业，客户

经理对“两张名单”剩余客户进

行对接。共拓展“首贷户”97户，

首贷金额达到 19603 万元。为

19 户 行 长 结 对 子 企 业 发 放

12772 万元信用流动资金贷款，

为支持和服务吕梁市经济和社

会发展贡献了工行力量。

各支行高度重视，建立明确细

致的工作推进机制，层层压实工作

责任，行长紧盯结对子客户实现投

放，其他“两张名单”客户确保责任

落实到人，实现全部覆盖。

各支行精心组织银企对接

工作，开展多样化对外宣传，营

造活动氛围。推动各参与活动

支行组成由支行负责人牵头，精

通业务的客户经理为组员的工

作小组，积极与“结对子”小微企

业进行对接洽谈，主动宣传金融

支持市场主体倍增工程、金融惠

企解难各项举措，帮助企业了解

金融政策、金融产品，主动为企

业问症把脉，当好参谋，必要时

市分行可派人加强专业支持。

结合企业融资需求和问题清

单，各行针对性提出融资解决方

案，对于符合信贷业务办理条件

的小微企业，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高效高质完成融资服务；对暂时

难以满足我行信贷业务办理条件

的小微企业，要针对性制定帮扶

方案，持续跟进服务。在业务办

理的同时，严格落实减费让利相

关政策，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提高小微企业融资满意度。并根

据客户实际情况及业务需求，为

小微企业提供包括信用卡、代发

工资、交易结算、投资理财、国际

贸易等业务在内的一揽子综合金

融服务，增强客户经营便利性，促

进其市场竞争力提高。

工行吕梁分行

积极推进“千名行长结对子”活动
夯实普惠业务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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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方便吗？”“一站式做到了吗？”“居

民们平时都反映哪些问题比较多？”……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

多次走进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或便民服务

大厅，察民情、听民声。对于政务服务这一

直接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领域，总书记多

次指方向、明重点、提要求：

——“乡镇社区、企事业单位和窗口服

务单位都要把为民服务工作搞好，要以百姓

满意不满意为标准改进工作、改善服务，提

高服务水平”；

——“ 要 探 索 利 用 区 块 链 数 据 共 享 模

式，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

和利用，促进业务协同办理，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

体验”；

——“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

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

……

一件事项办理，就是一面为民服务镜

子。新华社记者近期到河北、福建、广西等地

政务服务一线调研采访，围绕部分办事事项，

走近基层办事人员、来访群众，感受各地政务

服务新气象，见证基层政务改革新作为。

故事一：村里兴起“掌上开证明”

今年，租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塔

元庄村的马延杰碰到了一桩急事：孩子要到

县城读书，家里需要提交居住证明。由于自

己不在村里，马延杰将电话打到村“两委”，

寻求帮助。

按照村“两委”工作人员曹建辉提供的

办事流程，马延杰打开手机，登录“冀时办”

App，实名注册、确定选项、提交申请……不

到半个小时，马延杰就收到了电子证明。

一张证明，背后对应着千家万户的大事

小情。近年来，不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

可办，但在部分村镇，服务基础相对薄弱，群

众办事时有不便。

“以前开具类似居住证明等，村里人少

不了奔波，一趟交材料，一趟拿证明，碰到住

得远或外出务工，还需要长距离多次往返。”

马延杰说。

如 何 让 乡 村 办 事 像 城 里 那 样 方 便 快

捷？在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过程中，石家庄市

梳理基层耗时多、频率高的证明事项办理难

题，在全省率先启动基层电子证明系统试

点，推动基层证明网上开具。

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运行监管科工作

人员李琳介绍，2022 年以来，依托“冀时办”

App 基层电子证明系统，石家庄市 262 个乡

镇（街道）4753 个村（社区）完成基层电子证

明系统账号的配置，完成村级电子印章采

集、审核人员手签制作备案 9400 余个。同

时，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联络机制，明确专

人管理，确保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网上办证“零距离”，许多人像马延杰一

样从“来回跑办”中解脱出来，体验到越来越

便捷的政务服务。正定县行政审批局政务

股股长翟玉婷说，在推动群众足不出户获取

证明的同时，县里还建设了 10个乡镇（街道）

行政综合服务中心、198 个村（社区）综合服

务站，配备全天候运行的政务服务自助终端

机，并推行帮办代办服务，推动政务服务就

近办、网上办、自助办。

政务改革，也让基层“减负”。“以前，我

每天要腾出大把时间接待办证群众。接待

完后，还要找领导签字、盖章。”塔元庄村综

合服务站负责人李珊珊说，如今许多基层证

明网申网办，减少了办证接待量的她有了更

多时间投入到其他为民事项中。

【新闻深一度】开具证明不便曾是不少

群众反映的烦心事，也是政务服务改革帮群

众解难题的重要领域。作为全国开展政务

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和向基层延伸试点之一，

河北创新建设了“河北省基层电子证明系

统”，在全省 5.3万个村(社区)上线应用，实现

了基层高频证明网上申请、审核、开具和领

取。据统计，截至 2023年 11月底，河北省已

线上开具居住证明、无犯罪证明、家庭经济

状况证明等各类电子证明 70万余个。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贯彻《关于深入推

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等中央文件

精神，推出了大量政务服务改革举措，方便

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办事，并持续开展“减证

便民”行动。司法部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

示，自 2018年启动相关行动以来，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已累计清理

取消的证明事项就达 2.1万多项。

故事二：“新晋宝爸”抛掉了“办事烦恼”

“孩子出生不到一周，还没出院，各种证

件就全部办好了。”在福建省莆田市第一医

院，“新晋宝爸”李楠到医院“出生一件事”一

站式联办窗口，一次性递交材料，仅用 4 天，

就拿到了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

证、户口簿、医保卡等证件。

孩子出生是一个家庭的大喜事，但幸福

之余的“办事烦恼”也不小。孩子出生涉及

的办事事项较多，放在此前，李楠可能要经

历一次手续“小长跑”：材料涉及卫健、医保、

公安、人社、金融机构等多个系统，以往，受

制于部门间数据壁垒的阻碍、前置审批条件

的存在，办好材料平均跑腿次数超过 10次。

因办新生儿手续带来的“办事烦恼”是

群众跨部门办事难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

跨部门的行业壁垒影响着群众办事效率，一

些事项办理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群

众需经历多道手续、填写多份材料。同时，

在数字政务改革推进中，由于各业务系统权

属不同、网络结构不同、数据标准不同，也一

定程度上掣肘跨部门数据共享。

2020年 7月，福建省在“数字福建”建设

基础上，启动“一件事”集成改革，从事项场

景覆盖、线上数据打通、线下综合服务方面

入手，将涉及多个部门的“单项事”整合并

联，整体性再造政务服务流程，实现一体化

办理。

“省级层面数据汇集打通后，‘出生一件

事’通过系统集成、协同联办、全流程网上审

核等方式，实现‘一次办’。”福建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负责人吴晶文说，改革

后，新生儿家庭只需填 1张表、跑 1次窗口，6
个工作日内即可全部办结所需材料。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处

处长潘榕介绍，截至今年三季度，福建全省

共优化整合推出 2479 项“一件事一次办”事

项，实现“一体化办理”。相较改革前，相关

事项办理时间压缩 57.72%，申请材料减少

46.55%。

【新闻深一度】“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把数字技术广泛

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在“数字福建”建

设中，福建省公共数据汇聚共享平台已接入

省市近 1800个业务信息系统，汇聚 800多亿

条有效数据记录。福建省级政务服务“一件

事一次办”集成化办理平台上线运行以来，

打通了 12个部门、18个省级统建系统。

近些年，我国数字政府公共服务管理效

能明显提升，“网上办”“最多跑一次”等改革

在全国广泛实践。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

全国近 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

受理和“最多跑一次”，平均承诺时限压缩了

一半以上。

故事三：“打开”异地求医的纠结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员流动，群众异

地办事需求不断增加，加快关切事项的跨区

域“通办”成为群众的普遍期待。其中，医保

就医手续就是群众关切的高频事项之一。

在广西南宁市，74岁的韦庆娟老人近日

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的病房

顺利出院。经过手术，困扰老人 20多年的面

颊痉挛、疼痛问题明显缓解。

韦庆娟家住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

旺石村，距离南宁 200多公里。这些年，母亲

韦庆娟时发的病情没少让卢政锟操心：“以

前也带她去老家周边医院看过，但效果不太

理想，外地就医母亲顾虑又多。我常年在外

省做工，也很难一直安心陪着照顾。”

卢政锟的“操心事”是不少病患家庭遭

遇的现实问题。由于不清楚办理流程、不熟

悉材料要求等，不少患者对异地就医心生顾

虑，甚至耽误了治疗。同时，未及时办理备

案还会导致医保报销比例降低，增加个人负

担。

今年 6月起，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双十百

千”工程在全国开展，推动政务服务区域通

办成为重要内容。经过调研，广西自今年 7
月起实施自治区内异地就医“免备案”政策，

并全面推进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

办”。

“这次带母亲来南宁看病，医院医保窗

口反映现在有了新政策，异地看病不用备案

了，医保报销的比例也不降低了。”卢政锟拿

到住院结算单说，“免备案”后，此次母亲看

病的自支部分较实施备案制时节省了 4000
多元。

“‘免备案’政策极大提升了参保群众享

受优质医疗资源的便捷度。”中山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广西医院副院长杨超说，为了方便

群众，医保部门还和医院开展“医医合作”，

将医保服务窗口前移，患者就医实现了医保

业务在医院的“一窗办理”。

“除了‘免备案’，广西还相继推出生育

医疗费用报销‘免申即享’、生育津贴‘免申

即办’、医疗服务事项办理‘免填单’等多个

高频服务事项‘省心易办’服务。”广西壮族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局长庞军说，借助政务服

务一体化平台等渠道，广西同步上线了 43项

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网办可办率从 85%
升至 100%，参保群众可以全天候、全时段、

跨区域办理医保业务。

【新闻深一度】根据历史数据测算，广西

实施异地就医“免备案”后，每年将减轻参保

群众医疗负担约 6.6亿元。“全程网办”后，广

西医保经办服务事项平均工作时限由 8.22
天缩短至 6.35天，提速 22.7%，部分服务事项

工作时限压缩至即时办结。

在全国，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大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

“跨省通办”，有效解决经营主体和群众办事

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数字中国发展

报告（2022 年）》显示，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实

现地市、县级全覆盖，乡镇覆盖率达 96.1%，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注册用户超

过 10亿人，实现 1万多项高频应用的标准化

服务。

（记者 陈国军 徐海涛 赵文君 吴梓
溢 齐雷杰 王成）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百姓的“急难愁盼”，办！
——总书记挂念的百姓身边改革事之政务服务篇

□ 新华社记者

山西省偏关县老牛湾村是长城与黄河“握手”的地

方，这里有个颇有名气的“长城痴”，他便是吕成贵。

58 岁的吕成贵是土生土长的老牛湾人，青年时期，

他便对黄河边绵延的“边墙”、耸立的墩台和百姓聚居

的古堡产生浓厚兴趣。在好奇心驱使下，他从走长城、

拍长城逐渐发展为考察、研究长城。此后，吕成贵加入

了中国长城学会等团体，持续不断地为家乡提出推动

长城保护、合理开发的建议方案，让保护长城成为自己

的一项事业。

吕成贵曾多年担任老牛湾村党支部书记。在他的

建议下，老牛湾村发展起融合长城、黄河、边塞等文化

要素的乡村文旅业。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

富路，更加珍视长城文化遗产。

卸任村支书后，吕成贵仍不减对长城的痴迷。他

常年扎根老牛湾，研究各类史料，进一步挖掘长城文化

内涵，积极探索适合当地的长城文旅服务。如今，老牛

湾的名声越来越大，吕成贵这个“长城痴”也被更多人

熟知。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吕成贵在调试其制作的长城文创产品吕成贵在调试其制作的长城文创产品（（88月月 2828日摄日摄）。）。

在偏关县老营堡附近的一段长城在偏关县老营堡附近的一段长城，，吕成贵使用指南针测定方位吕成贵使用指南针测定方位。。随身携带卷尺随身携带卷尺、、指南针和锯子指南针和锯子，，是吕成贵多年考察长城是吕成贵多年考察长城、、寻访古堡养成的习惯寻访古堡养成的习惯。。

（上接1版）我市充分发挥财政保费补贴的引导作用，

积极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将小杂粮、食用

菌、红枣、核桃、沙棘、肉牛、家禽等地方特色种植、养殖

及公益林等全部纳入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建立起政府、

农户、保险公司共同参与的农业风险分担机制，保障农

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寄递物流“一小步”，民生幸福“一大步”。农村

寄递物流覆盖面积广、配送距离远、业务量规模小、

派送费用低，村级服务网点一直是快递进村“最难啃

的骨头”。2023 年，我市实施农村寄递物流服务提

质全覆盖工程，把农户家、农村便利店、农民合作社

等场所叠加寄递物流业务，多方合作配送，让农村实

现了“快递自由”。目前，全市 132个乡镇、2016个行

政村已全部实现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

共享发展成果，一个也不能少，民生实事始终关注

残疾人。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扶残助学圆梦工程，

截至目前，已为 1733名残疾儿童提供抢救性康复救

助，帮助 966名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上大学，实现了

残疾人生活更美好更稳定，残疾人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让零工等活不再“站马路”、让就业服务更加有温

度。市委、市政府把建设零工市场作为稳就业的重要

举措，统一建设目标、统一场所名称、统一形象标识、

统一服务功能，设置求职登记、信息咨询、对接洽谈、

候工休息等区域，为辖区零工、各类求职人员提供“全

链条”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服务。目前，全市 13 县

（市、区）零工市场已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已累计提

供零工岗位 1.47万个、服务零工 2.02万人次，极大丰

富了灵活就业平台，促进劳动者多形式灵活就业。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全科医生带来的改变，

既有赋能医疗的“准”和“安全”，也有电子病历打破

信息孤岛的“快”。在离石区交通路社区卫生服务

站，医生根据智慧助医全科辅助诊疗系统提示，结合患者电子病

历进行快速诊断。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医改，加快建设智慧

助医项目，盘活基层医疗服务资源，提升基层综合服务和应急救

治能力。目前，全市已实现 148个乡镇卫生院、16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2570个村级医疗卫生机构“智慧助医”全覆盖。

“民生实事一茬接着一茬干，让我们有盼头、更安心。”从“民

生之盼”到“民生之赞”，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政策一项项

落地生根,一张张高质量民生答卷为人民幸福生活不断加码,新时

代幸福民生的画卷正在吕梁大地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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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前后，正是沙窝萝卜口感最佳的时期。在天津市西

青区辛口镇小沙窝村，“90 后”新农人郭庆和张蕊夫妇，忙着

将沙窝萝卜订单打包发走。

这几天随着气温回升，夫妻俩还要为沙窝萝卜的集中上

市做准备。一个支架、一部手机、一张凳子……张蕊在自家大

棚里，对着镜头就开启了直播带货，自带喜感的她从沙窝萝卜

的历史，讲到如何种植、采摘、发货……滔滔不绝，引人入胜。

郭庆则在一旁拿着手机，时刻不停地回复粉丝的留言。

回想起当初返乡创业的决定，张蕊说：“一是响应当地政府

号召，二是自己有网络销售的工作经历。”2018年，辞掉工作的夫

妻俩在当地创办了圆圆沙窝萝卜种植基地，并坚持直播带货。

如今，夫妻俩将沙窝萝卜点“绿”成“金”，使之成为全家增

收致富的主渠道。今年 11 月中旬以来，夫妻俩仅通过线上直

播就销售了 7万箱沙窝萝卜，预计全年销售收入在 500万元以

上。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返乡创业“夫妻档”直播带货新农人

郭庆和张蕊在大棚里直播带货郭庆和张蕊在大棚里直播带货（（1212月月 2222日摄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