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记者从朝阳区发
改委获悉， 近日发布的2022
年度北京市对各区营商环境
考评结果显示， 朝阳区继续
蝉联全市第一。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重
要的软实力， 对区域经济发
展影响至关重要。 近年来，朝
阳区立足区域功能定位 、产
业特色和既有优势， 围绕政
务服务、知识产权、企业服务
等领域， 持续打造具有朝阳
特色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全龄友好”办实事 老牌公园焕新颜

近日， 西城区大栅栏街道前
门西河沿社区的前门西大街10号
楼立体化 “党建四合院” 正式揭
牌亮相。 这是前门西大街8号楼、
和外东街5号楼立体化 “党建四
合院” 落成后， 大栅栏街道以共
建共治共享理念探索老旧小区楼
门院长效治理和区域化党建阵地
建设的再一次深入实践。

据介绍， 10号楼立体化 “党
建四合院” 的打造结合社区今年
推出的 “圆桌工作法4.0” 举措，
更加注重突出居民在基层治理中
的主体地位， 在10号楼打造居民
议事厅和休憩长廊， 为业委会工
作和居民议事提供场地支持，实
现“家门下移、家事共议、家园共
享”；通过主题宣传栏和文化墙的
打造，将社区近年来“接诉即办”
成果呈现出来，营造“开放共享、

协同共治、平等共商”的基层治理
氛围， 打造 “接诉即办改革” 创
新示范阵地； 结合大栅栏地区文
保区的地域特色， 打造文化宣传
栏和社区生活宣传栏， 发挥文化
教育润物无声的特点， 将文化设
施深度融入环境改造中。

据了解， 立体化 “党建四合
院” 不仅是大栅栏街道党建服务
品牌项目， 也是首开集团 “社物
一体示范小区”， 真正通过让地
区党建资源动起来， 实现相互服
务、 互促共赢。 作为社区党建工
作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单位， 首开
天岳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始终积
极主动参与社区治理。 除了楼面
粉刷、 地面铺设外， 还负责为70
岁以上独居老人、 空巢老人、 失
能老人、 残疾人等34户家庭代换
煤气 ， 真正提升老百姓的获得

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此外，10号楼立体化“党建四

合院”的落成实现了推动“接诉即
办”向“未诉先办”转变、彰显地区
文化特点、 重塑城市新型邻里关
系、 党组织凝聚群众能力更加
突显、基层治理模式从“独角戏”
变成“大合唱”的五个成功实践。

大栅栏街道前门西河沿社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 ， “党建四合
院” 是聚焦居民诉求、 维系邻里
关系的社会治理有效模式， 作为
优秀基层党建案例， 已入选 《西
城区基层工作优秀案例选编 》。
同时也已成为了前门西河沿社区
的一张 “金名片”。 未来将努力
让 “党建四合院 ” 发挥更多作
用， 推动形成资源共享、 发展共
商、 事务共治、 成果共赢的共建
共治共享的全新格局。

朝阳区营商环境考评连续五年位居全市第一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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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需求为核心形成
“1+7” 产业政策体系

针对营商环境评价 “硬” 指
标， 落在实处的是朝阳区关心企
业的 “软” 服务。 致力于打造国
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朝阳区加强
顶层设计， 聚焦重点领域， 坚持
以企业需求为核心， 为企业营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

2022年初， 朝阳区制定出台
《朝阳区营商环境创新示范区建
设工作方案》， 立足该区功能定

位、 产业特色和既有优势， 围绕
政务服务、 知识产权、 企业服务
等领域， 对全年营商环境工作开
展指导。 针对企业关心关注的经
营成本高、 融资困难等问题， 朝
阳区先后制定出台了 《关于继续
加大中小微企业帮扶力度加快困
难企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 》
《关于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
解难的若干措施》 等。 2022年 ，
朝阳区减税降费、 租金减免、 金
融帮扶等惠企资金总额累计超过
400亿元。

围绕朝阳区 “科技+商务 ”
双轮驱动发展战略， 今年以来，
朝阳区在原有以商务服务 、 金
融、 高新技术、 文化为核心的产
业体系上进行补充完善， 修订形
成 “1+7” 产业政策体系， 进一
步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 加快推动产业转型提
质发展， 全力支持驻区企业做大
做强。

落地一系列 “首个 ”
“首创” 改革案例经验

重点领域营商环境举措持续

加码， 改革创新也屡屡实现新突
破 。 朝阳区先后落地了一系列
“首个” “首创” 改革案例经验，
为全市乃至全国营商环境改革贡
献 “朝阳智慧”。

“营业执照增设了二维码，
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快速找
到 ‘官方分店’。 不仅方便了企
业 ， 对消费者来说也是好事 。”
2022年5月，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地铁便民分店获得
了全市首张载有二维码的 “一照
多址” 营业执照， 拿到新版营业
执照的申请人宗女士难掩激动心
情。 通过增加 “一照多址” 二维
码及减少执照更换次数， 在降低
企业管理成本、 节省行政资源的
同时， 还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信息
公示， 保障交易安全， 为事中事
后监管做好支撑。

在全市率先落地使用主体资
格证明简化版公证文书办理外商
投资登记， 进一步方便投资者来
朝投资； 打通全市首个回迁房和
首个新建商品房 “交房即交证”
办证路径， 实现 “交房即交证”
的 “零等待”； 北京数据托管服
务平台投入使用， 成为国内首个

可支持企业数据跨境流通的数据
托管服务平台……朝阳区在营商
环境改革中连结硕果。 中国北京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朝阳园还成
功获批国家人力资源特色服务出
口基地， 成为北京市唯一获批的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朝阳品牌” 服务越来
越有温度

企业是否满意， 是朝阳区衡
量服务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重要指
标。 为更好地支持辖区内不同规
模、 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实现高
速发展 ， 朝阳区在全市首创了
“服务包” “服务管家 ” 重点企
业服务机制 ， 持续完善 “服务
包” 工作体系。 2022年以来， 进
一步完善了涵盖产业政策、 政务
服务、 人才引进、 教育保障、 绿
色就医、 人才住房等在内的政策
资源库 ， 加大企业走访服务力
度， 推动企业诉求和资源供给精
准匹配， 持续提升企业获得感、
满意度。

“作为 ‘服务包’ 企业， 我
们与朝阳区政府部门有着非常紧

密的联系。 特别是在我们需要帮
助的时候， 朝阳区可以在吸引人
才、 解读政策等许多方面为我们
提供帮助。” 康明斯 （中国） 投
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
朝阳区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服务不
断完善， 企业与朝阳区政府之间
的联系也愈发紧密。

为了给经营主体发展壮大营
造更加宽松包容的环境， 朝阳区
还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探索建立市
场轻微违法行为容错机制， 率先
出台了 《朝阳区市场轻微违法行
为容错纠错清单》 和轻微违法行
为容错纠错清单2.0版及实施意
见， 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加宽
松包容的市场环境， 做到执法有
效率、 有温度。

朝阳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未来， 朝阳区将持续落实好
北京市营商环境6.0版各项改革
举措， 以推进三个“一” 体制机
制改革为重点， 着力提升服务效
能， 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和发展空间， 擦亮企业服务 “朝
阳品牌”， 打造营商环境创新示
范区， 建设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新高地。

芳草萋萋， 杨柳依依。 作为
今年东城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
目， 近日， 经过全龄友好改造 ，
位于东城区的柳荫公园以崭新的
面貌正式亮相。快慢行分离、留住
乡愁记忆、实现“地被革命”……
提升后的柳荫公园生态环境更添
新色，服务设施更加齐备，服务能
力全面提升，呈现一片优美宜人、
生机勃发之景。

柳荫公园占地面积约17.47
公顷 ， 其中水面面积6.27公顷 ，
原称 “久大湖 ” ， 1984年得名
“柳荫”， 于1992年正式向游人开
放， 40年持续服务安华西里、 安
华里、 和平里及青年湖等多个社
区市民群众及组团， 伴随几代人
成长 ， 丰富了许多市民群众的
“童年回忆”。

本次改造范围包含夏景园及
湖心岛的南侧驳岸，面积约2.5公
顷。改造前期，该区园林绿化局深
入细致研究， 通过召开游人座谈
会、 进行游人满意度调查、 分析
12345“接诉即办”集中案件等方

式充分征集和听取游人意见，与
专业摸底调查和数据分析结果相
结合，最终确定了改造范围。改造
项目传承强化柳荫公园的“柳”特
色，进一步补缺失、融全龄、近自
然，全面提升柳荫公园的品质。

园区内 “乡愁记忆” 和 “古
井映柳 ” 两个景点也进行了提
升。 “乡愁记忆” 广场利用现有
夏景园南侧广场进行提升， 保留
部分石桌凳 ， 其他区域结合柴
门、 木篱笆以及石磨、 碾子等农
具小品， 布置形成室外的田园工
具 “微型博物馆”， 让老年人在
休息活动中感受到邻里乡愁记
忆。 “古井映柳” 广场则以现状
老井和柳树为核心定位场地主
题， 对现状老井进行修复， 广场
周边适当增加座椅， 留出空间作
为活动的聚散场地。

下一步， 柳荫公园将进一步
探索公园绿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机
制， 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更优美
的游园环境， 真正把小事办好、
把好事办实。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本报记者 陈曦

西城区大栅栏街道又一立体化 “党建四合院” 落成

让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大合唱” 柳荫公园改造后开园亮相

·广告·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结合秋
冬季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法行
动， 持续强化生活垃圾 “混装混
运” 问题执法检查力度， 进一步
深化规范收集、 运输、 处理环节
监管， 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责任人自行收运、 运输单位专业
收运等环节 “混装混运” 类问题
执法检查力度。

重点对生活垃圾密闭式清洁
站、转运站周边，餐饮单位、施工
工地开展执法检查。 重点检查分

类管理责任人未分类收集、 贮存
生活垃圾， 餐饮服务单位未按规定
收集、处理厨余垃圾以及未按规定
交运、处理建筑垃圾等违法行为。

进一步强化专业收运单位主
体责任，重点对商业综合体、写字
楼宇、学校医院、施工工地等委托
专业收运公司作业场所， 以及垃
圾中转站、 消纳场周边的收运车
辆开展执法检查。针对收集、运输
单位将生活垃圾混装混运、 建筑
垃圾运输服务单位将建筑垃圾与

其他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混装混
运等违法行为开展执法检查。

合理调配执法力量， 紧扣时
间节点，通过在垃圾楼、中转点检
查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在垃圾投
放点到垃圾楼或暂存点的自行收
运过程，提升执法检查效率。结合
明察暗访、 非现场执法调取监控
等多种执法方式，提前掌握“混装
混运”类违法行为发生的规律，固
化相关证据， 有针对性地开展执
法工作。 （成光）

持续开展生活垃圾“混装混运”专项整治行动

擦亮“朝阳品牌” 打造营商环境创新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