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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当涂经开区海狮织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赶制出口国外的毛毯。该企业为马鞍山市一家著名

“老字号”，面对传统纺织行业普遍遭遇利润空间极度压缩的困境，企业加快智改数转步伐，焕发出新活力；目前订单充

足，产品畅销欧美、中东等地市场。近年来，当涂县以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牵引性抓手，推动企业实现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极大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王文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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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携带任何证明材料，就能当场

办理购买商品房提取公积金业务？这在

“无证明城市”建设试点马鞍山已经成为

现实。笔者7月23日从省司法厅了解

到，聚焦落实《安徽省“无证明城市”建设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我省近日部署推进

“无证明城市”建设工作，持续加快建设

步伐，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落实。

“无证明城市”建设改革试点以

来，马鞍山、池州、铜陵、黄山4个试点

市主动作为，改革创新，试点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在事项梳理方面，4个试点

市系统化梳理政务服务事项 7900余

项，全面摸清了证明事项底数，通过电

子证照、数据共享、告知承诺、部门核验

等方式，分批实现办事过程证明事项免

提交。

在平台建设方面，马鞍山市上线

“政民通·马上办”无证明查询核验系

统，打通27个数据接口、23类电子证照

接口。池州市创新研发“五免助手”，实

现证明在线开具、部门在线核验，努力

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无证明办

事”服务。

同时，改革试点有力度。马鞍山市

证明材料免提交率达78.1%，2023年通

过刷脸核验实现无感“免证办”7.5万件

次。池州市拓展电子证照应用领域，

2100余个事项可通过调用电子证照实

现“证照免带”办理，电子证照事项关联

率99%以上。铜陵市简化办事流程，上

线工伤、创业、失业、企业职工退休、高

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20余项集成办事

项，累计办件6.9万件。黄山市提高信

用承诺比例，2023年全市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办件总数为62542件，同比增长

85%。

据了解，根据此次部署，我省将持

续推进“无证明城市”改革，变“群众跑”

为“部门跑”、变“现场跑”为“网上跑”，

变“你向我证明”为“我为你证明”，真正

让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在办理政务服

务事项时，能够从繁琐、耗时、尴尬的证

明过程中解脱出来。坚持法无规定的

一律取消，实现清单之外无证明；法有

规定的，积极用好数据共享、部门协助、

当事人承诺等方式进行核查，逐步实现

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办理政务服务事

项时无需提交证明材料。 （李晓群）

我
省
加
快
建
设
﹃
无
证
明
城
市
﹄

滁州市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紧盯

企业、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深化服务理

念，提升服务效能，切实把“急难愁盼”变成“满

意清单”。

高效办成“一件事”，让服务更便捷

“没想到现在服务这么好、效率这么高。”

安徽某基金合伙企业负责人在滁州市凤阳县

登记注册窗口拿到营业执照后高兴地说。

5月16日下午5时，凤阳县市场监管登记

注册窗口接到电话，来电人是安徽某基金合伙

企业代表卢某。他们公司当天需要办理一张

营业执照，第二天急用，一行人正从外地赶过

来。他们知道登记注册窗口快下班了，因此电

话联系想想办法。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回复：

“没关系，晚上等你们过来，保证今天拿到营业

执照。”经过现场材料核实、系统录入，当天晚

上7点左右，卢某拿到了营业执照。他表示以

前办理证照，这种情况一般都要第二天才能拿

到，他高度认可政务服务的效率。

滁州市把提升办事服务效能作为重中之

重，以高效服务推动作风转变，满足群众“就近

办、快速办、融合办”的期盼。今年以来，聚焦

群众“上班时间没空办”，周末及节假日“不打

烊”服务完成办件1.3万件，咨询约1万次。升

级“皖事通办”，实现全市99.8%个人事项全程

网办，353件“一件事”全程联办。搭建无证明

办事平台，实现公安证明事项“无证明”“马上

办”。推动人才服务“一窗受理、一卡通办、一

网直达”，综合服务事项拓展至51项，发放亭城

英才卡5031张，数字人才平台建成运行。加快

城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全市116

个乡镇（街道）全部建成便民服务中心，1224个

村（社区）全部建成便民服务站，277个银行网

点可办理8647项服务事项。

定远县建设“一刻钟医保服务圈”。在全县

22个乡镇和经开区、258个村（社区）、2510个村

民组，构建“县有大厅、乡有窗口、村有柜台、组有

网格员”的四级服务体系，配备乡镇专管员58

人、村级信息员259人、村民组网格员2510人。

1-6月份，共为参保群众直办或代办2.3万余件

次，接受群众医保政策咨询近5万人次，医保窗

口业务办理平均时长不超过10分钟。

倾听诉求“面对面”，让服务更精准

滁州市注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践行

党的根本宗旨，站稳群众立场，做好群众工作，

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践行“四下基层”优良传统，

认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在服务企业上，该市建立领导干部企业包

保制度和优化营商环境体验官制度，持续开展

“遍访企业、助企纾困”活动，市委、市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每月召开早餐会、座谈会，定期走进

园区、项目、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联企、深度

助企。今年以来，召开企业家早餐会6场，与会

企业62家，帮助解决问题67个；全市各级领导

干部深入走访企业1.87万余次，收集办理企业

诉求2602个。

在服务群众上，该市坚持市级领导公开接

访、县级领导带案下访、乡镇（街道）随时接访、

村（社区）上门走访，通过“干部多下访”实现

“群众少上访”。各级领导干部开展接访活动

440次、接待群众983批1586人次，化解769

批。今年以来，省级信访交办量环比下降

17.6%，群众满意率达96.95%。

在服务人才上，滁州强化高层次人才金融

助创，优化“天使投”“人才贷”“人才担”，上半

年为17家人才企业发放“人才贷”6627万元，

给予6个人才团队股权投资4500万元。深化

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制度，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

联系服务专家人才“三送三问三帮扶”活动，上

半年市县两级走访人才376人，解决问题诉求

62个，人才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明光市张八岭镇紧抓长三角一体化江宁

—明光合作产业园建设机遇，成立“1+2”服务

企业专员队伍，“1名科级干部+2名中层干部”

定点一家重点企业，及时“送政策、送需求、送

专家、送服务”，制定22项细化清单，召开政策

宣讲、银企对接会议5次，帮助9家企业解决用

水用电、市场拓展、土地征迁等35件，帮助办理

融资2970万元。

线上线下“双驱动”，让服务更到位

滁州市注重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

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相关规定讲清楚、宣传好，

在为民服务上坚持线上跟进、线下督办“双向

发力”，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绩观。

线下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暨企业诉

求“挂号”窗口，面对面提级办理企需民声，兜

底政务服务。全市126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累计协调解答问题718件，满意率100%；截至

6月底，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食品安全“你点

我检”等32项年度民生实事提前完成。线上依

托政务服务网开通“企业诉求挂号”栏目、梳理

分析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评价反馈，针对诉

求意见，推动公积金等部门62项服务优化提

升，切实把群众“盼的事”变成政府“干的事”。

该市构建“市级统筹、多元收集、快速响应、

闭环督办、标本兼治”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工

作机制。1-6月份，省《民声呼应》通报、交办涉

滁问题26件，办结率、满意率均100%；市《民声

呼应》通报交办事项169件，已办结165件。

滁州将市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

作专项机制升格为领导小组，开展“指尖上的

形式主义”、文山会海、考核考评过度细化碎片

化等九大类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为基

层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1-6月份，全市发

文、会议同比分别减少13.6%、11.6%，解散、整

合工作群组682个，全市1010个村（社区）办公

场所挂牌进一步得到规范。

天长市对照村级挂牌、事项准入、班子配

备等乡村治理重点任务，全面开展自查互查，

清理村级挂牌950余处。结合“百企兴百村”、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等工作，组织全市75个机

关事业单位、171家企业、12家金融机构与151

个村（社区）“点对点”结对，持续将政策、资金、

人才等各类资源力量向农村一线集聚，确保基

层减负有抓手、有路径、有成效。

（据《安徽日报》）

把民声装心中 让民意变满意

近年来，建行阜阳市分行聚焦自身数

字化转型、数字化能力提升，通过成立数

字化经营中心，强化数字化人才队伍建

设，努力让客群经营更加精准、业务服务

线上触达更加高效、金融消费者服务满意

度提升更加显著。

走进建行阜阳市分行数字化经营中

心，客户经理何玉梅正在电脑上快速的回

复着诸多客户的线上业务疑问，在她工位

一侧的挡板上写着一句工作心得：“数字

化经营工作没有固定套路，需要因时因地

结合客户需求，勇于探索和尝试，客户就

越满意。”在这句话的下指引下，这位90

后近三年多次获得该行全省直营经理季

度考核第一名。

据何玉梅介绍，她的主要工作是参

与数字化线上直营，为基层网点赋能，

为更多的客户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服务，

其工作内容主要是线上触达客户，对比

传统线下经营方式，线上经营可借一人

之力快速触达千家万户，2021年，何玉

梅成为了该行直营先锋队的一员，从此

一个人、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成为其工

作标配。在数字化经营起步阶段，她面

临的直接挑战是如何快速提升客户对

直营经理的信任，这对深度连接客户至

关重要，而为客户精准画像就成为了破

题之策。在工作之余，何玉梅经常借助

该行系统分析客户特点，并依据客户职

业、年龄、投资偏好等维度，合理满足客

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随着经营客户

越来越多，何玉梅逐渐积累了“粉丝”，

不定期开展的线下“粉丝见面会”，让沟

通不仅限于线上，也通过直面交流深化

了客户关系。

何玉梅的工作经历仅仅是建行阜阳

市分行致力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的一个

缩影，去年以来，建行阜阳市分行持续推

进数字化转型，组织了“数字化经营论

坛”大赛活动，发动全员开通“云工作

室”，打造全员个人IP，数字化经营综合

排名在该行全省稳居前列，当前，该行正

在用扎实行动为持续写好数字金融大文

章增添动能。

（郑璐双 刘振）

建行阜阳市分行——

持续提升数字金融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