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今年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

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
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
意见》。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
信用修复 “一件事”、 新生儿出
生 “一件事”、 教育入学 “一件
事” ……一件件关乎企业和群众
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 实现了从
“多部门来回跑” 到 “一件事高
效办”。

截至目前， 这一政策的落地
效果如何？ 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满
意度、获得感是否有所提升？将过
去企业群众要跑多个部门办的
事，集成还原为“一件事”，背后蕴
藏着怎样的政务服务改革深意？
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走访调研。

清单持续扩容 企业群
众办事更省心

在北京市西城区政务服务大
厅， 北京星宜会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金融街店店长赵鹏正忙着为新
开的分店办理手续。 原本以为要
去好几个窗口、跑好几趟手续，没
想到工作人员告诉他缺少的一份
材料回去可以在线提交， 证照过
几个工作日就能拿到。

“一趟下来就能拿到新的营
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 真是太省
心了！”赵鹏说。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是今
年年初“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提
出的第一批重点事项。

第一批事项共计13个， 包括
企业信息变更、开办运输企业、开
办餐饮店、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信
用修复、 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
核查、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企业注
销登记等8项与经营主体办事相
关的事项； 新生儿出生、 教育入

学、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残疾人
服务、退休等5项与个人办事相关
的事项。

“这些都属于高频、面广、企
业群众反映问题多的事项。‘一件
事’改革以破解办事梗阻、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为着力点， 从最关
键的问题抓起、 最基础的环节做
起、 最明显的短板补起、 老百姓
‘最怨最烦’的难事干起，有助于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说。

在重庆市江北区， 市民梁一
新和记者分享了她给两个孩子上
户口的经历：“生老大的时候，我
们为了给娃儿办证件， 要在地图
上搜这些办事机构的地点， 一个
个问怎么办， 现在给老二办就方
便多了！在‘渝快办’平台上点‘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所有的证件都
办好了，还能邮寄到家。”

今年10月， 重庆市在此前的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基础上新上
线了2.0版本 。新生儿父母可 “一
站式”申请联办出生医学证明、预
防接种证等10个事项，办理时限5
个工作日。

据了解，首批推出的13个“一
件事”，有不少来自各地区各部门
探索成熟的工作实践。 如今将这
些事项在全国层面推广， 既是各
地政务服务改革成果的集中展
示，也能够促进各地互学互鉴。

今年7月，在第一批13个事项
落地见效的基础上， 企业迁移登
记、就医费用报销、申请公租房等
8个重点事项对外公布。

“政策明确各地区各部门逐
年推出一批重点事项， 一件事情
接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着一年
干，年年推进、事事有成，定能实
现积小胜为大胜。”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说。

以“一件事”为牵引 政
务服务更高效

上海心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
裁唐小惠最近刚办完公司法定代
表人信息变更 ， 本以为手续繁
琐， 没想到在 “一网通办” 系统
上海企业登记页面完成法定代表
人信息变更后， 没多久再打开公
安、 税务、 人社、 公积金等相关
操作页面， 发现相关信息已经自
动更新了。 第二天， 她还接到了
开户银行的电话， 被询问是否需
要变更企业账户信息。

“一处变更 、 多处联动 ”，
便捷高效的服务背后， 是后台数
据的打通， 更是以 “一件事” 为
牵引形成的跨部门、 跨层级、 跨
区域办事流程系统性重构。

从企业群众视角出发， 政务
服务重心向企业群众 “需求侧”
转变———

“要及时共享至地方食品经
营许可系统、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管理系统 、 消防监督管理系统
等 ， 相关部门不再重复采集 ”
“从企业视角出发， 将企业登记
信息变更后的跨部门、 跨层级事
项变更进行同步办理” ……今年
5月， 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发
文， 要求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
升行政效能， 推进 “高效办成一
件事”。

“从2024年重点事项清单涉
及责任部门看， 有的事项需要五
六个部门配合， 有的需要七八个
部门配合， 有的需要十几个部门
甚至相关企业配合。” 孟庆国说，
将一件件具体的事项作为切入
点， 通过对传统审批流程重构和
模式创新，倒逼审批流程优化，牵

引行政体制改革，以“小切口”解
决政务服务改革中的问题， 从而
实现政务服务效能大提升。

破 解 多 个 “ 门 ” 、 多 张
“网”， 推动政务服务全国 “一盘
棋” ———

助企惠企服务专区、 民生保
障服务专区、 “跨省通办” 服务
专区、 生育服务专区……在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 数十个主题服务
专区一目了然 ， 31个省 （区 、
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46个
国务院部门平台的政务服务在这
里纵横贯通， 构建起了全国政务
服务 “一张网”。

业务不协同、系统不互通、数
据不共享、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一
度是困扰政务信息化建设的 “老
大难”问题。

“‘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提
出全面加强政务服务渠道建设，
统筹‘一门’‘一网’‘一线’三种渠
道，推动‘不打烊’的政务服务全
覆盖、常态化，有助于系统破解跑
多个‘门’、上多张‘网’等问题，推
动部门协同、数据共享。”马亮说。

强化机制建设 促进政
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 便
利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
定》 提出， “健全 ‘高效办成一
件事’ 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机制和
常态化推进机制” “促进政务服
务标准化、 规范化、 便利化， 完
善覆盖全国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

如何促进政务服务 “三化”、
进一步深化政务服务改革？

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的有机
结合至关重要。 围绕前两批重点

事项清单， 国家层面组织具备良
好基础的地区集中探索可行方
案， 各地也在同步部署、 积极探
索， 大胆创新、 试点先行。

南京整合市场监管、 税务、
人社等多部门信息， 在江苏省率
先推出企业破产信息核查 “一件
事”； 青岛以政府购买公租房运
营管理试点为契机， 在山东省率
先推行公租房从资格申请到配租
入住全业务、 全流程 “一件事”
一网通办……

“要加快总结各地各部门的
经验做法并形成相对标准的规范
操作方案， 加强自上而下的顶层
设计。 同时也要结合地方实际，
尊重企业群众的需求偏好， 避免
‘一刀切’。” 马亮说。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
政务服务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
进什么。 政务服务改革的不断深
化，折射的是为民服务的初心。

开设 “办不成事 ” 反映窗
口， 专人专窗提供兜底性服务；
建立 “微笑指数” 评价体系， 提
升政务服务软实力； 提供周末延
时服务， 解决 “上班没空办、 下
班没处办” 的难题……想群众之
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政务服务
的温度在不断提升。

“落实好 ‘高效办成一件
事 ’， 既考验各地的标准执行 、
数据共享 、 新技术应用等 ‘硬
件’ 条件是否到位， 也要看各地
领导干部对政务服务的认识和工
作人员素养等 ‘软件’ 条件是否
到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教授黄璜说 ， 只有 “硬件 ” 和
“软件” 都得到保障， 才能真正
高效办好每一件政务服务 “小事
项”， 实现为人民服务的 “大目
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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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改革撬动政务服务效能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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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落地观察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2024
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 “健
康中国” 主题科普活动暨海峡两
岸科学嘉年华近日在福建省科技
馆举办， 本次活动也是第二十四
届福建省科协年会专项活动之
一。 来自全国各省市科技馆、 福
建各市县 （区） 36家科技馆和学
校师生现场参与。

在活动现场， 精彩的八段锦
表演刚柔并济， 展现出传统健身

文化的魅力； 科普剧 《传承》 讲
述医圣张仲景的故事， 带大家穿
越时光， 领略古代医学的博大精
深；科普剧《母亲》生动展现了“万
婴之母”林巧稚的伟大一生。除了
精彩的表演外， 活动还邀请多位
知名专家进行科普报告， 内容涵
盖疾病预防、饮食健康、心理保健
等多个方面，让观众受益匪浅。

本次“健康中国”主题科普活
动自11月启动以来已联动全国19

个省份117家科普场馆及45所学
校，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共同参与 。活动围绕公共安全
健康主题展开， 还策划了健康科
学汇、海峡两岸科学嘉年华 ，在
福建省科技馆广场设立多个展
示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尤其是
趣味小实验、 创意DIY等项目吸
引很多家庭前来参观体验， 促进
公共卫生健康科普宣传， 提升公
众的健康素养和践行能力。

11月18日， 一趟满载110个
标准箱日用百货、 汽车配件、 机
械设备等出口货物的中欧班列
从义乌西站驶出 ， 驶往逾1.3万
公里外的西班牙马德里 。 义 乌
中 欧 班 列 迎 来 开 行 十 周 年 节
点 。 十年来 ， 义乌中欧班列累
计开行逾6700列， 发运逾67万标
准箱， 为 “世界小商品之都” 义
乌 “买全球、 卖全球” 提供重要
运力支撑。 新华社发

义义乌乌中中欧欧班班列列
开开行行十十周周年年

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18日联
合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
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依法惩治
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犯罪，
确保人民法院判决、 裁定依
法执行， 切实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 其中明确， 判决、
裁定生效前隐藏、 转移财产
的 ， 可以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 裁定罪。

该司法解释规定， 被执
行人、 协助执行义务人、 担
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
严重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三
百一十三条的规定， 以拒不
执行判决、 裁定罪处罚。 同
时， 司法解释列举了 “实施
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
人财产、 为他人的债务提供
担保等恶意减损责任财产的
行为， 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
执行的” 等10项 “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
的情形， 以及 “聚众冲击执
行现场， 致使执行工作无法
进行的” 等5项 “情节特别
严重” 的情形。

司法解释规定， 行为人
为逃避执行义务， 在诉讼开
始后 、 裁判生效前实施隐
藏、 转移财产等行为， 在判
决 、 裁定生效后经查证属
实， 要求其执行而拒不执行
的， 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 以
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追究
刑事责任。

案外人明知负有执行义
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 ，
与其通谋， 协助实施隐藏、
转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 ，
致使判决 、 裁定无法执行
的， 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
罪的共犯论处。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 拒
不执行支付赡养费 、 扶养
费、 抚养费、 抚恤金、 医疗
费用、 劳动报酬等判决、 裁
定，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
从重处罚。 在提起公诉前 ，
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
务， 犯罪情节轻微的 ， 可
以依法不 起 诉 。 在一审宣
告判决前， 履行全部或者部
分执行义务， 犯罪情节轻微
的， 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免除
处罚。

判决裁定生效前隐藏转移财产可构成犯罪
“两高”司法解释：

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健康中国”主题科普活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