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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2019 年初，安徽再出大手笔动作，用实际行动再次表明了创优“四最”

营商环境的决心。 

 “回归这 5 年，见证了安徽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切身感受到良好营商环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2014 年 8 月，怀着对

家乡的深厚情怀，上海新龙成建设集团董事长谢玉成回到安徽南陵县，投资再创业，启动建设“古麒羽绒二期项目”，凭借先进

的羽毛羽绒生产技术和清洁处理技术，短短几年，古麒羽绒便发展成为国内羽绒领域的翘楚。 

 

此时风光无限好，正是鸾凤还朝日。近年来，安徽提出创优“四最”营商环境，打造全国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

投资环境最优、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获得感最强的省份。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安徽有着强烈的决心。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表示：

“要着眼增强高质量发展聚合力，打造优质高效的政策环境、全国一流的营商环境、美丽宜居的生态环境，加快打造天下英才

汇江淮的环境高地。” 

互联网+“四送一服” 

“这两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四送一服’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不仅讲解企业可享受的补贴政策，而且指导如何申报相关

奖补等政策。去年，古麒羽绒产值达到 4亿多元，今年要达到 6亿多元，到后年，争取产值翻一番。”谢玉成说的“四送一服”，

是 2017 年 8 月安徽开始实施的一项双千工程，即组织千名机关干部，深入千家企业，送发展理念、送支持政策、送创新项目、

送生产要素，服务实体经济，也是打造“四最”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 



这是一项由安徽省领导直接推动的深入变革，每一招都对准民营企业发展的痛点——融资贵、负担重、转型升级难、政策

把握不准等等，为安徽“四最”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强的顶层设计和实施安排。 

 

纾困解难，首先要找到企业难点。安徽省直 16 个“四送一服”牵头部门对口各市 16 个园区和 244 家企业，“干部走下去、

问题收上来，措施落下去、服务跟上来”，各地及市县直单位 15984 名干部联系企业 26091 户。实施一年来，深入 118411 家企

业，开展政策宣讲 22172场次，收集办理企业反映的问题与诉求 20241个，广大企业纷纷“点赞”。 

为让服务企业 24小时“不打烊”，2018年 4月，安徽在服务常态化机制上，搭建起互联网+“四送一服”综合服务平台。上

线仅半年，在线访问量 50余万次，客户端下载量 14000余次，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平台实时查询优惠政策，反映发展中的问题

和诉求，享受互联网+“四送一服”带来的便捷和实惠。这一创新做法被国务院《营造便捷高效政务服务环境各地经验做法》作

为典型通报。 

在创优“四最”营商环境的持续进程中，安徽还在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上，拿出了一些实打实的硬招。 

安徽全面实施“多证合一”改革，推出合并证照数量全国最多的“57 证合一”举措，并在全国率先运行省市县三级涉企收

费 1个总清单，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持续减少审批事项，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 2019项，占进驻事项

比重 100%；升级网上可办事项达 96.14%、市县达 99.93%；各地政务服务中心 96%以上进驻窗口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皖事通”便是其中的“金字招牌”。2018年 8月，为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便捷，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掌

上办”、“指尖办”，安徽推出“皖事通”，首批上线事项全国最多，涵盖 17个类别、298 项便民服务，被工信部评为 2018年度全

国省级政府网站“十大”优秀创新案例，成为民众办事的“网红”。服务上“真情实意”，政策上安徽同样拿出了“真金白银”，

出台“安徽版”“政策包”，8 个方面 30 条政策，都是实实在在富有含金量的“干货”。以民营经济“十百千”行动为例，新增

10亿元专项资金，设立 100亿元纾困基金和 200亿元发展基金，到 2020年新增民营企业银行贷款 2000亿元。 

“五星级服务” 

营商环境优化了、环境高地建起来了，企业会自己主动找上门。2018 年 3 月，池州市招商局外商服务科科长洪新进接到了



一个电话，捕捉到一条重要信息：皖江一市的安徽红利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强烈的来池投资意向。市招商局随即邀请公

司董事长陈五华前来考察，几天后，总投资 5.6 亿元的省内第一家光纤生产制造企业，成功落户池州经开区；7 月，正式开工；

8月，开始投产，该项目填补了安徽省光纤制造的“空白”。 

同在皖江，为什么红利得会对池州“情投意合”？“池州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决定性因素，企业家是候鸟，哪里的营商环境

好，它就在哪里生长。”陈五华告诉《决策》，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心，特别是对于子女上学问题的解决，让

他感受颇深。 

服务细微处，润物细无声。红利得的安家是近年来池州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佐证。为打造皖南的营商环境新高地，池州以

市场主体期待和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其中的“当头炮”，便是池州全面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池

州深度对标江浙沪先进地区的审批经验，实施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变“多窗”为“一窗”，“一窗分类”受理比例

达 75%。 

 

同时，池州全力打通数据孤岛，完成政务服务事项 6.4万项实施清单，市政务服务中心事项 100%实现“最多跑一次”，覆盖

市本级 45个部门和 90%以上的区域，打造了利企便民的线上线下服务平台。 

在此基础上，池州审批大大提速，服务效能明显提升。“企业开办窗口提供工商登记、刻章备案、税务发票一条龙服务，3

个工作日以内；工业建设项目从规划到施工许可，27 个工作日以内，比省里要求提前 18 个工作日。”池州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副主任宋春华告诉《决策》。 

但开办便利化只是企业成长第一步，全生命周期遇到的痛点、堵点、难点怎么办？池州“对症下药”，建立领导干部联系民

营企业、重点项目等联系包保制度，创新“四送一服”双千工程常态化和集中活动两项工作机制，以“收、转、办、跟”四步

法和“园区、企业类型、重点项目”全覆盖，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企业光有热情还不行，笑脸相迎只是营商环境中最表面、最浅层次的要求。”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四送一服”双

千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吴东山告诉《决策》：“真正的营商环境不能只是做表面文章，而是要切实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以‘店

小二精神’做好‘五星级服务’。” 



2018 年，池州全市 3294 名干部深入 6169 家企业走访；收集企业问题 1195 个，办结 1174 个，办结率达到 98%；16 个问题

办理被省“四送一服”办作为典型范例向全省推广。“营商环境人人有责，每一名干部都要成为营商环境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你就是营商环境。”吴东山告诉《决策》。 

升级与创新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2019年初，安徽再出大手笔动作，《安徽省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

的实施方案》、《2019 年“四送一服”双千工程工作要点》等系列政策密集出台，用实际行动再次表明了创优“四最”营商环境

的决心。 

与此同时，安徽各地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优化和升级营商环境。 

2019年 2月 13日，池州召开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大会，主题紧紧锁定一个核心词——营商环境，专题部署营商环境工作，在

池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上，池州放出“大招”，确定 2019 年为“营商环境提升年”，以干部作风为切入点，开展“万人评机

关、评窗口、评科长活动”等九大行动，渴求通过全市干部作风的转变、观念的提升，掀起人人优化营商环境的热潮，激活一

“池”春水。 

“池州与周边兄弟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根子是人有差距，是干部的思想和作风上有差距。只有通过干部思想和作风的转变，

把营商环境打造好，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池州市委书记王宏在大会上强调。 

上游池州鼓足干劲再出发，下游马鞍山也吹响了营商环境再优化的号角。 

2月 11日，马鞍山市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动员大会，出台营商环境市委市政府 2019年 1号文件及优化产业

发展要素供给等 7 个方面“金 20 条”，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营商环境。“‘20 条’将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用文件规范起来，

可以看出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让企业信心倍增。”马鞍山“20条”被点赞，共饮一江水的芜湖同样不遑多让。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芜湖高度对标长三角、深度融入 G60 科创走廊，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和“最多跑一次”改

革，强化“一企一组一策”帮扶机制，促进开放环境优化、创新氛围浓厚。对此，企业心里有一本明白账。“过去是企业到职能

部门拜码头，现在是政府官员主动对接企业，帮助解决现实难题，可以说是‘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谢玉成告诉《决

策》。 

优化营商环境动员的号角在地市轮番吹响，一些亮点做法也不断涌现。蚌埠在全省首创“首席服务官”，对签约投资 5亿元

以上产业项目和 1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实行“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套班子、一跟到底”的“首席服务官”责任制。这一制

度规定，项目落地县、区为责任单位，“首席服务官”由副科级以上、责任心强、富有经验的干部担任，对项目负有联系对接、

全面代办、协调服务、解决问题的责任。 

在亳州，政府创新开展审批改革试点，以“简”“并”“联”“放”“调”“限”等方式，整合政务大数据资源、简化申办程序，

提升审批效率，提供“一站式、全天候、全覆盖”的网上办事服务，实现行政许可、行政备案、公共服务等 9个方面 7367项申

请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网上运行。这一典型经验做法，被国务院通报表扬。 

“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是当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一项重要任务。”

安徽省省长李国英强调，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四送一服”双千工程，久久为功，一抓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