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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在徐汇滨江开一家饭店，要花多长时间？

9月的第一个工作日， 在徐汇区行政服
务中心大厅内，基快富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金女士一口气拿到了食品经营
许可证、 酒类商品零售许可证和消防验收批
文。从 8月 20日填写表格到 8月 30日审批
完成，前后总共只花了 9个工作日。在商场里
开饭店所需要的证件，全齐了。

“以前我来咨询过， 听说有很多证件要
办，心理预期至少要花上一个月。没想到现在
只填写一张表格、交一次材料就可以了。 ”

金女士的“没想到”，事出有因。由于开饭
店所需的证件涉及到市场监管、应急管理、市
容绿化等不同部门，以前往往是挨个“串联”

审批、一证一办。 分门别类核算下来，办事人
总共需要跑动 8次、递交材料 41份，花费约
60个工作日。

近日，“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式服务在上海
“一网通办”总门户上线启用，以“开饭店”这件
事为例在徐汇区与长宁区开展试点，将所需材
料减少到 16份、跑动次数减少到 1次、办事时
间缩减到约 12个工作日， 金女士成为了第一
批“吃到螃蟹”的人。

2019年是上海市加快推进 “一网通办”

攻坚年，市委、市政府明确今年要实现“双减半”

（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减少一半、提交材料减
少一半）、“双 100”（新增 100项业务流程优化
再造事项、 新增 100项高频个人事项全市通
办）的目标。 此次推进的“一件事一次办”，瞄准
的就是“双 100”之一的业务流程优化再造。

从群众疲于奔波，到政府主动作为，“一网
通办”在打通信息孤岛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打

破思想的壁垒。 “数据多跑路， 群众零跑腿”

———“店小二”用“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
指数”、群众的“幸福指数”。

长宁区行政服务中心的“一件事一次办”

线下综合窗口试点运行一个多月来， 已受理
约 20件“开饭店”申请，颇受好评。 工作人员傅
建宏透露，考虑到老百姓需要，区里正加紧研究
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事项也开设综合窗口。

“加装电梯涉及到规土、房管、建交等部门，建设
领域的审批错综复杂，有平行、有交叉，有前置、

有后置。 ”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正是像这样需

求量大、审批又存在很多复杂环节的事项，更需
要综合窗口的出现，让群众办事更便捷。

尽管未被纳入试点， 虹口区行政服务中
心也主动聚焦开办企业的办证周期， 推出了
15个主题事项的“一事一次办”。 综合窗口完
成前台收件后，材料同步分发、同步审批，由
“店小二”们代替群众跑腿。相关负责人透露，

本月虹口还将上线“一生相伴”服务功能，把
市民从出生到养老各阶段所需办理的事项串
联起来，让服务更主动、更暖心、更温情。

“从以部门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

理念的转变， 倒逼政府部门开启刀刃向内的
自我革命。

在审批部门自我加压的探索中， 有不少
做法走在全国前列。 以市药监局为例，经多次
沟通、请示，国家药监局同意在上海先行先试网
上提交材料的同步减少。 原先法定办理时间为
20天的执业药师注册，如今减少到 5天，并真
正实现“零跑动”。 目前已有 3000多人次通过
“网上全程办理”完成注册、变更等工作。

聚焦行政审批办理时限、提交材料“双减
半”， 市政府办公厅组织 16个区级、39个市
级部门，经过 4个多月的改革攻坚，取得阶段
性成果： 目前， 审批承诺时限已平均减少
59.8%，提交材料已平均减少 28.6%，力争提
前实现年度目标任务。

“做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才能真正使“一网通办”成为
上海政务服务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上月，上海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好差评”

功能正式上线，覆盖了线下实体窗口、线上服
务门户、移动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自助
终端等政务服务渠道。 更早， 最受市民欢迎的
“一网通办”十件事评选结果出炉。 到政府办事
要“像网购一样方便”，提升便利度之外，上海正
向“用户评价”“售后服务”等环节靠拢，引入互
联网思维，进一步提升服务能级。

“一网通办”的成效，或许可以用一个大家
都很熟悉的问题做类比：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
几步？ 最简单的答案是打开门、放进大象、把门
关上。 对于企业和群众来说，办事最好也是这
样简单———找到政府，一次办成。

“双减半”“双 100”持续推进的过程中，政
府部门还会遇到更多庞大臃肿的“大象”，需要
怎么放、如何放得下？“大象”的瘦身，“冰箱”的
扩容，这些正是“一网通办”要解决的问题。

一网通办中的“冰箱”与“大象”
杨 洁

■ 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 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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