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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优化提升“经心办”政务服务品牌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经心办”政务服务品牌内涵，更大力度推进制

度创新、流程创新、服务创新，推动各项便民利企政策措施落实

落地，打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一流政务服务环境，结合

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全区工作总结暨作风建设大会精神，

坚持“以群众为中心、以服务为核心”，全面落实“凡（烦）事

我来办、一切经心办”政务服务理念，深入推进“放管服”和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质。

二、工作目标

以“服务无止境、满意为群众”为目标，大力实施政务服务

“九项行动”，通过集成改革、资源整合、流程优化、数据共享，

构建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综合性与专业性相互统一的服务平台，

以更大力度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次数、减费用，推动政

务服务“一次办”“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将“经心

办”打造成为受到社会广泛认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务服务品

牌，为“开放之区·活力新城”建设增添新动能。

三、攻坚任务及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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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力实施四项创新创优工作。一是打造“好又快”企业

发展服务中心。整合政务服务大厅内所有服务要素，为企业提供

全链条、全天候、全生命周期的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设立

线下企业会客厅，组建政务服务专员团队，为企业提供洽谈场所、

政策咨询、问题解答、全程包办等“一条龙”服务。组建线上咨

询帮办服务团队，升级政务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服务功能，推行

“智惠导服”“智惠帮办”。二是优化升级施工许可分段办理模式。

出台扩大施工许可分段办理实施意见，放宽申请条件，将桩基础

施工等更多事项纳入分段办理范围，为项目提前进场创造条件。

三是推行“一表四单”窗口工作法。通过建立岗位职责分工表、

许可事项标准化清单、服务过程全记录清单、问题整改清单以及

档案立卷归档清单，构建审批服务全流程闭环管理模式，争取实

现“五零”目标（即：责任清晰“零盲区”、操作流程“零缺陷”、

过程可控“零遗漏”、服务质量“零投诉”、结果可溯“零差错”）。

四是打造智慧云服务平台。开发“云勘验”系统，推行“屏对屏、

零见面、掌上办”勘验新模式，实现对现场核验事项的事前“云”

指导、直接“云”勘验和复勘“云”再审，做到勘验影像全程云

端保存、勘验结果实时线上反馈。（牵头单位：行政审批服务局、

建设局，责任单位：区直相关部门、驻区相关单位。完成时限：

2022年底）

（二）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建设。一是扎实做好事项

标准化梳理，确保事项目录、实施清单的完整度、准确性，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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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责清单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一致性。二是推动政务服务事

项网上标准化运行。10个区直部门、7个驻区单位、5个镇街、

80个村居（社区）8068个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行网上标准化运行，

对实施清单中受理条件、申请材料、网办深度、办理流程等 40

余项要素信息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并实施动态调

整，实现“前端展示、窗口收件、业务办理”三侧数据同源，以及

线上线下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三是完善事项日常通报监督

机制。采取日抽查、周排查、月普查等“点对点”方式推动问题整

改，全年普查通报不少于 6次，确保网上事项覆盖度、上线率、

准确度均达到 100%，综合受理系统使用率、办件量等各项数据

优越性位居四个开发区前列。（牵头单位：行政审批服务局，责

任单位：区直相关部门、驻区相关单位、各镇街。完成时限：2022

年底）

（三）全面加强三级政务服务大厅标准化建设。一是开展标准

化创建。上半年开展镇街、村（社区）便民服务标准化创建，打

造 2-3个“标杆型”基层便民服务场所。二是提升基层便民服务中

心“一站式”功能。加快推进市场准入、公安户籍、医保社保、法

律公共服务等业务入驻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将“集成办”“跨域办”

等服务向基层延伸，在镇街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一链办理”“跨域通

办”专窗。三是强化窗口管理考核。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作风大改进

行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完善窗口人员管理考核办法，进一步提

升窗口管理服务效能。（牵头单位：行政审批服务局，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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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相关部门、驻区相关单位、各镇街。完成时限：2022年 10

月底）

（四）深入推进“免、并、减”审批制度改革。一是推广“免证

办”服务，打造“无证明政务大厅”。4月底前编制《证明事项免提

交实施清单》，加快推进数据实时共享，支撑电子证明在不同政

务服务场景实现通用，10月底前通过部门间系统核验、电子证照

（证明）、告知承诺等方式，实现证明材料免提交。二是开展企业

全生命周期服务集成改革试点。合并办理关联性强、办事需求量

大、群众获得感强的政务服务事项，制定“员工保障”改革工作方

案和服务指南，推进线上线下集成服务，在区政务服务大厅设置

“员工保障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6月底前全面推开改革工作。

三是进一步压减审批环节。推行分层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制定

行政审批分层级授权制度，最大限度下放审批权限，合计减少审

批环节 300个以上。（牵头单位：行政审批服务局、科技创新局，

责任单位：区直相关部门、驻区相关单位、各镇街。完成时限：

2022年底）

（五）加快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一是全力服务重点项目审

批。坚持“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追着项目跑”工作思路，全面梳

理 2022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完善“一对一”跟踪项目服务机

制，进一步推动重点建设项目审批提速增效。设立“中韩自贸区地

方经济合作示范区产业园企业服务站”，实现“项目联合审批进园

区”。二是推行“全包办”审批服务。加强首席审批团队建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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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介入辅导、联席会议研判、组团上门服务、全程代办包办等

方式，推行“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确保项目审批提

前办结率、回访率、满意度均达到 100%。三是优化再造审批流

程。推行施工许可“七证合一”、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六证合一”，

杜绝“体外循环”，实现“一窗受理、一表申请、一站办理”。（牵

头单位：行政审批服务局、建设局，责任单位：区直相关部门、

驻区相关单位、各镇街。完成时限：2022年底）

（六）积极拓宽“政务+”社会化合作渠道。一是依托银行金融

网点、邮政网点、通信网点、医疗站点、商业综合体、功能园区、

大型写字楼等人流量大、业务办理需求多的公共场所，设立“政务

+金融（邮、商、信）”合作服务网点，采取开展“企业服务日”、

配备联络员、远程指导帮办代办等方式，满足企业群众差异化办

事需求，年底前建设 10处“政务+”社会化合作站点。二是开展政

务服务社区共建行动，将部分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下沉至社区办理，

年底前建设 10处“政务服务社区共建示范点”。（牵头单位：行政

审批服务局，责任单位：区直相关部门、驻区相关单位、各镇街。

完成时限：2022年底）

（七）进一步规范审批监管协同联动。一是调整优化部门权责

清单，进一步明确审批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和职责边

界。二是加强对审管分离事项的审管信息互通，审批部门及时将

政务服务事项办理信息和结果同步推送至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主

管部门及时将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管信息与审批部门同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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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年底前依托“经开区智慧城市管理平台”，开发全区审管信息

互通系统。三是审批和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审管协同，针对“冒用

他人身份登记”“住所虚假承诺”等社会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畅通

处理渠道，第一时间回应群众诉求。（牵头单位：党群工作部、

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治理服务中心，责任单位：区直相关部门、

驻区相关单位、各镇街。完成时限：2022年底）

（八）加快推进“智慧审批”。一是依托“爱山东”APP，推动更

多政务服务事项跨层级、跨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实现“网上

办”掌上办”“指尖办”“自助办”。二是建立许可证到期提前预警机

制，4月底前建立许可证有效期限数据库，梳理汇总各类存量许

可证信息，6月底前依托“钉钉”移动办公平台完成“证照到期预警

系统”开发、测试，并上线运行。三是加大“电子证照”“电子印章”

推广应用力度，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人力资源、公积金、纳税等

事项办理中的广泛应用。（牵头单位：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治

理服务中心，责任单位：区直相关部门、驻区相关单位、各镇街。

完成时限：2022年底）

（九）持续深化政务服务干部队伍建设。一是开展常态化业务

知识和服务礼仪培训，各窗口服务单位制定全年业务知识培训计

划，充分发挥“师带徒”“老带新”“熟带生”“新促老”传帮带作用，

定期开展“业务大讲堂”“午间小课堂”“窗口微课堂”等多形式的学

习培训活动，培养“全岗通”人才，实现窗口由“一人办一事”到“一

人办多事”转变。二是加强政务服务工作规范，严格落实窗口“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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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负责”“一次告知”“延时服务”“预约服务“限时办结”等制度，提

升窗口办事效率和群众满意度。三是加强区、镇街、村（社区）

三级帮办代办队伍建设，落实人员培训与管理，完善导办、帮办、

代办、包办服务机制，为企业群众提供全方位、全覆盖的“就近

办”“集成办”“一次办”服务。（牵头单位：行政审批服务局，责任

单位：区直相关部门，驻区相关单位，各镇街。完成时限：2022

年底）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全区一盘棋，行政审批服务局统筹

推进“经心办”政务服务品牌内涵提升相关工作，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明确分管领导、责任科室、目标任

务，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推进措施以及时间表，确保各项工作落

实落地、取得实效。

（二）加强督查考核。建立专项督查通报制度，牵头单位定期

对重要时间节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将检查结果纳入对

责任单位的政务服务目标管理考核成绩。

（三）加强成效宣传。党政办公室牵头加强对“经心办”政务

服务品牌建设经验宣传。各单位要强化品牌宣传意识，定期梳理服

务项目、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特色亮点，及时总结创新举措和典

型经验，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等渠道，大力

宣传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我区政务服务品牌知名度、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