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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网 通 办 ”“ 一 件 事 一 次 办 ”“ 一 链

办”……在会昌县，高效便捷的涉企事项

办 理 服 务 ，已 成 为 当 地 深 化“ 放 管 服 ”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好惠办”政务服

务品牌的一个缩影。

“一站式”审批跑出项目
建设加速度

“现在办事真的很方便，原来要 12 天

左右才能办好，现在 3 天就办好了。”近日，

会昌润泉供水有限公司经办人宋经理拿

着《市政设施挖掘许可证》高兴地说。

近年来，会昌县紧扣经营主体需求，

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一站式集成”审

批制度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激发经

营主体内生动力。设立“一站式集成”审

批工厂，整合各审批职能部门进行工程建

设项目“并联”审批，大幅压缩项目审批时

限 ，最 短 仅 需 30 个 工 作 日 ，目 前 已 办 理

794 件。

此外，该县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容缺

后补+承诺制”审批制度，针对主要材料齐

全、承诺补齐缺漏次要材料的项目先予出

具审批文件，为企业缩短办事时限、节省

办 事 成 本 ，真 正 做 到 企 业 少 跑 腿 、好 办

事。目前，已通过“容缺后补+承诺制”办

理审批事项 103件。

“一链办”服务催生产业
发展新动能

“效率太高了，短短 1 个月就帮我们把

4 张证办下来了。”近日，在会昌县市民服务

中心通用综合窗口，赣州啃佬鸭食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为“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点赞。

去年 11 月，会昌县试行产业全生命周

期“一链办”服务改革，从企业办事视角出

发，进行审批流程再造，对企业全生命周

期涉及的审批服务分为项目引进、工程建

设、生产经营三个阶段，编制从项目引进

到生产经营的全周期审批流程图和事项

清单。该县以提高审批效率为重点，通过

提 前 介 入 、容 缺 后 补 、告 知 承 诺 、联 审 联

办、帮办代办等方式，推动项目早开工、早

投产、早见效，实现“交地即交证、拿地即

开工、竣工即投产”。

同时，会昌县建立县行政审批局帮代

办中心和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两支队伍，上

线“赣服通”首位产业“一网通办”专区，让

企业办事真正做到“一次不跑”。

“市县同权”改革彰显暖心
服务

今年 5 月，会昌县市民服务中心正式

启用，设有 121个窗口、集成 1513项依申请

政务服务事项，建成智能化城市会客厅，

实现“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这种业务以前都要跑去市区办理，

来回 200 多公里，现在县里就能办，非常方

便！”近日，在会昌县市民服务中心通用综

合窗口，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赣州会昌石油分公司小鱼潭加油站办事员

领到了“新鲜出炉”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

准证书》，这是该县“市县同权”改革实施以

来首件通过审批的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

承接市级下放权力，是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关键一步。该县聚焦企业需求，设

立通用综合窗口集中受理“市县同权”108
项事项，向园区服务窗口前移事项 46 项，

打 通“ 市 县 同 权 ”便 民 服 务“ 最 后 一 公

里”。搭建审管互动平台，强化审管协调

联动、市县信息联通，加速“市县同权”事

项审批。截至目前，“市县同权”改革事项

业务办件已超 3.5万件。

“好惠办”让群众好办事
——会昌县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掠影

刘兆春 邱 悦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美春

我省将全面实行失业保险
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侯艺松）为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增强

基金保障能力，推动失业保险可持续发展，日前，我省出台

《江西省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方案》明确，统一失业保险政策、基金收支管理、基金预

算管理、集中信息系统、经办服务管理和责任分担机制。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建立以政策全省统一为核心、基金省级统

收统支为基础、基金预算管理为约束、经办服务管理和信息系

统为依托、基金监督为保障的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均衡省

内基金负担、增强互助共济和抗风险能力，推动全省失业保险

工作高质量发展。

《方案》强调，失业保险基金省级集中统一管理，实行收支

两条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全额缴拨。基金省级统收，失业

保险基金收入按月归集至省级失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基金

省级统支，省级人社部门及其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核实全

省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用款计划，省级财政部门复核后拨付资

金。各地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原则上按上年度月均支出

数计算 1 个月的预留周转金，其余资金全部上解至省级社会

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原失业保险省级调剂金纳入失业保险省

级统筹基金管理。统一责任分担机制。全省实行基金省级统

一收支、工作责任分级负责、基金缺口合理分担的运行机制。

基金缺口分担办法由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另行制定。

▲ 8 月 18 日，永新县禾川镇樟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手工艺人

在给孩子们讲解油纸伞制作、雕刻等技艺，帮助孩子们感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魅力。 特约通讯员 刘平华摄

▶ 8 月 17 日，传统七夕节来临之际，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多对夫妻在体验扎染传统手工艺，感受传统文化，浪漫迎

七夕。 特约通讯员 谭建荣摄

体验传统手工艺

宜春持续推进
水利设施改造工程

本报宜春讯 （谢文凡）宜春市水利局近日发布信息，今年

该市持续推进“城乡水利设施改造工程”重大民生实事，全年

纳入水利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攻坚行动项目 54 个，计划投资

24.81亿元。目前，已开工 36个项目。

该市聚焦促发展、惠民生，积极推进水利工程建设。今年

以来，宜春市整治重点山塘 259 座，除险加固丰城市黄金、观

桥、金桥水库和高安市严罗胜水库，更新中心城区状元洲橡胶

坝坝袋，持续提升防洪、供水和生态保障能力。

宜春市水库数量众多，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市注册登记水

库 1913 座，“十三五”以来，到期经过安全鉴定需要除险加固

的水库有 600 座。该市积极落实上级补助资金，加快推进水

库除险加固工作。

金融创新为中小企业添动能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没想到我们的纳税信用就

能获得贷款，我们要保持良好的信用。”近日，南昌市佳旭能源有限公

司董事长龚佳庆高兴地告诉记者，他在赣江新区经开组团普惠金融服

务中心办理一款“对公银税贷”产品，获得 300 万元贷款授信，解了企

业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接下来，龚佳庆准备用该笔贷款购买一批

原材料，扩大生产。

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题，经开组团持续深化金融改革，不断优化金

融资源配置、健全普惠金融体系、创新普惠金融产品。该组团成立普

惠金融服务中心，通过“网上服务+实体大厅”的服务模式，建立常态化

银企对接机制，在定期上门对企业全面摸排的基础上，围绕企业经营

情况和资金需求，对企业的资产端、负债端、权益端等进行综合分析，

指导企业通过银行信贷、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等方式缓解资金压力。

在近期召开的 2023 年经开组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座谈会上，

辖区企业南昌立健药业有限公司成功从北京银行申领到 1000 万元信

用贷款。“以融资座谈会的形式，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搭建信用桥梁，不

仅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贷款难题，也为银行挖掘了不少优质客户。”该中

心负责人邓亮说。

近年来，经开组团积极探索服务企业新方法，推出“基于企业收支

流水大数据的应收账款池质押融资”的创新模式。截至 6 月底，已为 3
家中小微企业融资 1000 万元；“财园信贷通”累计放款 166 户，为辖区

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需求 8.12亿元。

武宁发展特色产业促增收
本报武宁讯 （全媒体记者凌瀚）近日，武宁县罗坪镇洞坪

村的竹荪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村民正在抢摘竹荪，基地呈

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每天早上 6 时至 10 时是竹荪菌裙集中打开的时间，为了

保证菌菇新鲜，村民要在 10 时前将当天开放的竹荪摘完。按

照“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今年洞坪村流转土地 50 多

亩，发展大棚竹荪种植。同时，村里还建设竹荪食品加工厂，

实现竹荪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我们的竹荪基地今年预计收入达 50 万元。不仅增加了

村集体收入，还带动周边村民就业。现在，每天有近 50 人参

与竹荪采摘工作，基本上每月工资可以达到 3000 元。”洞坪村

党委副书记卢世畴告诉记者。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近年来，武宁县立足地

域 特 点 、资 源 禀 赋 和 传 统 优 势 ，积 极 培 育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深化完善“企业+合作社+农户”“高校+合作社+农户”等

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方式分

享产业增值收益。目前，该县培育市级及以上龙头企业 39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410 家、家庭农场 273 家，带动农民就业

2 万余人。

石城“莲产业”开出致富花
本报石城讯 （全媒体记者焦俊杰 通讯员陈思伶）眼下，

石城县 10 万亩白莲迎来丰收，荷塘莲叶间，阵阵花香沁人心

脾，莲农们穿梭莲叶间忙着采摘莲蓬。“今年白莲长势好，我种

植了 23 亩白莲，预计亩产 200 公斤，收入可达 7 万余元。”龙岗

乡新龙村白莲种植大户陈长有笑着说。

“采取‘良种+良法’的方式种植白莲后，莲种和化肥由合

作社根据土壤情况专门购买，每亩收益比以前增加 1000 元。”

大由乡中力种养专业合作社社员黄海连说道。这得益于该

县实行白莲合作社一体化运营模式，统一规范种植技术，优

化现有莲系列产品生产工艺和质量，推动白莲种植规范化、

专业化。

近年来，石城县着力打造“石城白莲”区域公共品牌，提升

品牌影响力；通过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形成

具有特色的优势白莲品种，推动白莲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型向

经济型、生态型多功能拓展，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同时，拓宽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延伸白莲产业链，做好做足精深加工文

章。目前，石城年产鲜莲 2.4万吨，年产值达 10亿元。

本报新干讯 （全媒体记者董文涛）峡谷漂流、

水上拔河、户外露营、自助烧烤……今年暑期，新

干县潭丘乡大塘村海木源景区推出丰富的旅游

活动，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大塘村整合特色旅游

资源、推进景区市场化运营，精心打造红色研学

游、绿色生态游、温馨亲子游等游览路线，成为该

县提升全域旅游品质，促进文旅消费升级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新干县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县为抓

手，构建业态丰富、配套齐全、服务贴心的全域旅

游发展格局，打破只靠景区门票创收的旧路子，激

发文旅消费市场潜力。今年上半年，该县累计接

待游客 46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7%；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44.14亿元，同比增长 32.4%。

培育全域旅游新业态。该县编制《新干县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形成以景区景点为支撑、旅游

功能区为载体、旅游线路为纽带的全域旅游规划

布局，建成金果世界旅游集聚区、风情街夜市、冰

雪世界、彩虹谷景区等旅游项目，提升改造了李继

开将军纪念馆、姚名达烈士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

点。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该县开通县城直达

海木源景区、大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等景区的旅

游公交，推动新干剪纸、手工擂茶等非遗文化和特

色民俗入驻景区。深度开发旅游资源，该县将大

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多功能厅提升改造为研学课

堂，打造青铜文化研学课程，目前已接待研学学生

8000余人次。

大力实施“旅游+”战略。该县结合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培育生态采摘、农事体验、健

康养生等业态，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等项目，促进

农旅融合发展。同时，组织策划了彩虹谷春节烟花

音乐节、美食购物节、草地音乐节、杜鹃花节、啤酒

龙虾节等系列文旅活动，给游客带来特色鲜明的游

玩体验，全方位做旺旅游市场、释放消费潜力。

打破只靠门票创收路子

新干提升全域旅游品质

8 月 19 日，游客在万年县苏桥乡林川后湖村小组选购用

丝瓜络制成的旅游产品。8 年前，在外省务工的林川后湖村小

组青年农民程玉志和妻子胡凤珠返乡创业，采用“家庭农场+
基地+农户”发展模式，规模化种植丝瓜络，并延伸产业链，把

丝瓜络加工成鞋垫、搓澡巾等十余种旅游产品，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 特约通讯员 徐声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