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税缴费便利度不断提高

综合服务窗口、 文书经办窗
口、 发票领用窗口……近日， 记
者在位于珠市口东大街14号的东
城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看到，
几位企业负责人正在相应的窗口
办理涉税业务。

为解决纳税人 “一套业务 ，
多个窗口 ” 痛点 ， 2020年4月 ，
东城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进一步
整合征管资源， 将实体窗口整合
为综合服务岗， 在全市率先实现
“大一窗”。 整合后共开设窗口38
个， 其中综合服务窗口20个， 设
有电子税务局运维专班窗口8个、
文书经办窗口3个、 发票领用窗
口1个、 股权转让窗口5个等。

今年4月1日还在办税服务厅
设立了 “金燕工作室”， 面向近
3000家中央在京机关单位和相关
企业提供定制服务。 东城区税务
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副所
长李洋介绍， 工作室牵头连线各
部门拓展专家团队，推行“7×24”
小时 “线上+线下 ”服务 ，及时对
企业进行涉税辅导、风险提示，实
现问办一体、 一站解决。 截至5
月底， 工作室已受理工单160个，
涉及企业172户次， 其中解决大
企业涉税诉求90户次。

近年来， 东城区税务局办税
服务厅倡导 “非接触式” 办税。

服务厅成立电子税务局运维专
班， 确保各项业务及时受理， 让
纳税人实现 “足不出户网上办”。
“办税便利度不断提高， 特别是
近期在留抵退税办理中， 我们更
是切实感受到纳税服务的人性
化、 便捷性、 时效性。” 某医药
公司负责人赵女士介绍， “登录
电子税务局申请提交后， 我们可
以随时在已办事项中观察到审核
节点及流程进度。 从申请提交到
审批完成再到退税到账的一整个
流程 ， 仅在3天内就全部完成 ，
实在太方便了。”

“一网通办”助力数字政
务建设

智能终端自助办理区、 多功
能会商室、24小时自助服务……
去年9月13日，北京城市副中心政
务中心正式对外运行。 作为全国
首个以“智能终端自助办理”服务
模式为主的省级综合性政务中
心，通过“窗口上云”实现服务跨
层级跨地域“市区贯通”，是副中

心政务中心众多特色中的一项。
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以市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总支撑， 以
六里桥市政务服务中心为审批总
后台， 通过 “云窗口”， 实现六
里桥市政务服务中心1652项市级
事项在副中心异地可办。 副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还推行智能终端办
事为主的新模式， 办事人通过智
能终端可实现市、 区两级共3034
项事项的智能自助办理， 并充分
运用信息技术助力预约申报、 咨
询辅导、 材料提交、 审批反馈、
跨域协同的全流程智慧化提升，
实现了174项企业、 个人常用信
息复用 “少填写 ”， 364项OCR
可识别电子表单数据 “免提交”，
218类电子证照对比核验 “减材
料”， 跨地域远程视频交互 “零
延时”， 审批决定加盖电子印章
“零时限”， 让企业群众充分感受
到信息化技术带来的便捷高效。
下一步， 副中心政务中心将进一
步推动 “云窗口” 向 “云大厅”
转变， 探索打造与实体大厅体验

“同质同效同标同感” 的副中心
网上虚拟大厅 ， 并通过PC端 、
移动端、 智能办事终端、 实体窗
口和热线电话等多种渠道， 将网
上虚拟大厅的服务能力向百姓身
边延伸。

记者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了解到， 本市加快数字政务
建设， 大力提高 “一网通办” 深
度， 强化跨层级、 跨区域、 跨系
统、 跨部门、 跨业务数据共享应
用， 下大力气打通制约 “一网通
办 ” 的堵点 。 持续深化电子证
照 、 电子印章应用 ， 在事 项 申
报 、 审 批 等 环 节 调 用 电 子 证
照 2100万次 ， 除涉密等特殊情
况外 ，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应上
尽上，市级97.98%、区级97.01%的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

构建全链条全流程监管机制

记者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了解到，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
中，本市夯实监管责任，完善监管

规则， 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
全流程监管机制。 运用风险、信
用、科技、协同等6种监管方式，在
餐饮、物流、养老等多个场景，推
行 “一业一册”“一业一单”“一业
一查”“一业一评” 等综合监管措
施， 破解 “多头检查” “频繁检
查” 等问题。

同时， 建立市场主体全生命
周期监管链， 汇聚市场主体注册
登记、 日常监管等生产经营全过
程信用信息，纳入全市统一的4等
9级信用评价体系，已覆盖34个行
业184万家企业、汇聚信息8亿条、
实行联合奖惩14.5万家次。

此外， 将年度执法检查计划
和执法检查单制度纳入 《北京市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深化落实
行政检查单制度 ， 统一检查内
容、 方式、 标准、 结果等内容，
已制作行政检查单5200余份， 涵
盖行政处罚职权8500余项， 持续
规范行政检查行为， 有效解决履
职随意、 监管扰民的问题。

北京通州站进行道岔“集中修”施工

营商环境是影响企业发展和经营者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而营造国际一流
的营商环境则是每座城市的重要目标。 5年来， 北京压茬推进营商环境改革， 其
中众多举措全国首创， 改革经验也向全国推广。 在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中， 本市综
合排名连续3年成绩优异。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5年来， 北京营商环境改
革实现了从跟跑摸索到领先示范的转变。

□本报记者 盛丽

百余名“医生”连续5天给道岔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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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营商环境改革从跟跑摸索到领先示范

优化营商软环境 汇集发展硬实力

案情简介

王某驾车与李某某驾驶的
电动三轮摩托车相撞， 造成李
某某受伤， 两车损坏。 事故发
生后， 李某某累计住院19天后
经抢救无效死亡。 此事故经交
通部门认定， 李某某、 王某为
同等责任。 王某驾驶的车辆登
记所有人为齐某， 实际所有人
为刘某， 王某借用刘某的上述
车辆在办理个人事务中发生本
次交通事故， 刘某为其上述车
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
业第三者责任保险， 保险金额
为50万元，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内。 李某某的近亲属李某甲、
李某乙、 李某丙起诉要求保险
公司、 刘某与王某对事故损害
进行赔偿。

案情分析

王某驾驶的车辆依法投保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故其保
险公司作为交强险保险人应在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分项限
额内对李某甲、 李某乙、 李某
丙承担赔付义务， 不足部分由
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
按照责任比例对原告承担保险
责任。 根据交通事故认定， 王
某、 李某某负事故同等责任，
同时根据刘某、 王某的陈述和

车辆登记所有人齐某出具的证
明， 可以证明王某与刘某之间
就车辆使用属借用关系， 故王
某作为车辆使用人， 应在交强
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
以外对李某甲、 李某乙、 李某
丙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 ，
刘某作为实际所有人， 其出借
的车辆符合上路行驶标准， 且
借用人王某具有相应的驾驶资
格， 故刘某无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的法定情形， 其在本案中不
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依据

根据 《民法典》 第1209条
并结合 《民法典》 第1213条的
规定， 在因租赁、 借用等造成
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与使用
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下， 如果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且事故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在
坚持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进行赔偿
这一原则的前提下， 应由机动
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 对于机动车所有
人、 管理人而言， 如果其对损
害的发生并没有过错的， 则其
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但如果
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对损害
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则需要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房司司）

6月17日凌晨1时许， 白天的
燥热还未散去， 北京通州站内，
照明灯高亮， 一场 “大型手术”
正在火热进行。 不同于医院进行
的手术， 这场手术的 “医生” 达
到了上百人， “手术器具” 更是
五花八门。

据了解， 这是北京通州站正
在进行的道岔 “集中修” 施工。
这场上百人参加的 “大型手术”
自6月17日开始 ， 连续施工5天
后， 8组新道岔将进一步保障该
段线路行车安全。

众所周知， 铁路列车转动方
向全靠地面上的道岔设备。 本次
施工新更换的CZ577型水泥枕道
岔， 虽然不是 “道岔家族” 的最
大型号， 但也达到了惊人的30多
米、 重达40多吨， 需要上百人协
同配合， 才能将一个个 “庞然大
物” 顺利更换。

承担此次施工任务的是中国
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工
电大修段， 该段有着丰富的道岔
设备更换经验。 面对当前复杂严
峻的疫情防控要求和同样严峻的
安全生产形势， 他们科学研判、
精准布控， 详细制定疫情防控措
施和道岔大修方案。

“为提升施工效率， 我们投
入了挖掘机、 铲车、 钩机等大型
机械设备 ， 配合人工更换 。 同
时， ‘一操二’ 捣固机、 ‘大蜜
蜂 ’ 捣固机等小型机械灵活高

效， 给 ‘手术’ 带来奇效。” 技
术负责人李坤介绍。

撤旧现场尘土飞扬， 施工人
员激战正酣。 伴随着各类机械设
备的轰鸣声， 旧轨排、 旧钢轨 、
木枕被逐一拆解， 挖掘机迅速将
石砟清理出道床， 为新道岔入位
留出足够空间。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新轨排
正在向这里缓慢移动。 施工负责
人李生辉负责指挥， 在铲车的助
力下， 施工人员缓慢、 均匀推拉
道岔横移 ， 只见这个 “庞然大
物” 直股岔枕上的中心标志线接

近线路中心线时， 一组作业人员
迅速用止轮木楔定位道岔位置，
调整拉动道岔直至与线路中心线
重合， 重达40多吨的道岔到达预
落位置。

凌晨4时， 天色泛白， 线路
安全正点开通， 忙碌了一整夜的
施工人员统一撤离站场， 更换完
的道岔焕然一新。

据了解 ， 5天大型 “手术 ”
结束后， 将进一步保证铁路运输
安全， 为实现铁路部门 “四保”
目标， 高效完成首都地区铁路建
设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彭程 通讯员 李俊毅 文/摄

五五年年成成就就巡巡礼礼
迎迎接接北北京京市市第第十十三三次次党党代代会会

·广告·

以案
释法

租赁、借用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谁担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