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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一件事一次办”助推政务服务便利化

从办事从“联联”变“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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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黄浦江合作

论坛在浙江安吉举行，

旨在利用黄浦江水串联

起长三角多地的优势，

形成黄浦江品牌共识，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

作为黄浦江源头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诞生地，安吉一

直重视生态保护工作，

并凭借优越的生态环

境、便捷的区位交通和

良好的发展基础，打开

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的

新局面。今年6月，安吉

发起成立黄浦江源生态

保护基金，目前已达4.8

亿元，专项用于生态保

护、生态补偿等领域。安

吉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沈强表示，近年来，安吉

强化资源运营、核算应

用、数改赋能和标准制

定，推进价值高效转化，

健全生态保护机制，推动

管理高效运行，深化区域合作研究。

论坛期间，结合生态保护工作实际，

安吉联合各地、研究机构形成了共同

意见、发布了多项成果。安吉与黄浦

江水系节点地区联合发布《黄浦江生态

环境保护安吉共识》，在深化黄浦江沿

岸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各地将打造区

域联动、各方参与、多元补偿的生态补

偿路径，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区域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整体提升黄浦江流

域的生态产品价值。浙江大学、浙江生

态文明研究院发布了“两山”发展指数

及“两山”发展百强县，安吉连续五年荣

登“两山”发展百强县榜首。同步成立

“黄浦江河湖长联盟”。

黄浦江源头位于安吉章村镇龙王

山。在章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董建波

看来，成立“黄浦江河湖长联盟”，是为了

更好地保护黄浦江水更清。“作为源头乡

镇的河湖长，接下来将加强与沿江各乡

镇合作，积极开展生态环境宣传、巡查、

执法等系列活动，共护黄浦江水源。”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江汇

近日，南通艺匠美日用百货有限公司经

办人在海门区行政审批局“企业开办一件事

专窗”，一次性成功办理了企业登记、公章刻

制备案、银行开户、发票申领以及社保、医保

登记等企业开办关联事项。“效率真高，以为

至少跑两趟，没想到一次就办成了。”申请者

开心地介绍。

2020年，海门启动“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全力解决服务企业群众中的痛点堵点难

点问题，围绕全生命周期服务，梳理出企业

从登记准入、经营许可、项目建设、生产经营

到退出经营五类66个一件事，公民从出生、

上学、就业、结婚、生育、置业、就医、退养到

生后等24个一件事，形成申请材料、办理流

程、办理时限、办理条件、办理方式等17个

要素标准化，并在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大厅落

地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办件46.1万余

件，实现申请材料平均压缩56.2%以上，办

理时限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平均压缩68.4%

以上。

推动“一件事”改革规范化，实现“一件事

一窗办”是关键。为此，海门在行政审批服务

大厅设立一件事专窗。以项目拿地即开工为

例，原先项目必须在办理完用地批准手续后

再逐步办理规划、图审、施工许可等手续，造

成企业多次申请、多次跑腿，耗时较长。改革

后，通过整合审批流程，变“串联办”为“并联

办”，通过拿地等待期内高效服务，实现项目

拿地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五证”核发，将企

业的“等地期”变为办件的“加速期”。前不

久，南通合众橡塑科技公司在一天内取得了

《不动产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审查合格证》《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五本证书，实现了项目的

“拿地即开工”。

推动“一件事一次办”向纵深发展，海门

整合升级各类业务系统和办事服务平台，全

面匹配政务服务网“一件事”事项审批功能，

开辟网上办理专区，完善从网上咨询、网上申

报到网上初审、网上办理、网上反馈全流程在

线办理一件事，实现企业群众办一件事从“面

对面”到“键对键”。今年以来，海门政务服务

企业当场办结率达到95%以上，按时办结率

100%，审批准确率100%，满意度保持99.5%

以上。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俞新美 童国华

打造长三角科技传播共同体
12位科技传播院长共话科普“软实力”提升

万
象

“现在科普资源相对贫乏，而传统科学传播方式不能抵达。”合肥市科协
副主席、市科技馆馆长柏劲松的话引发了共鸣，“新媒体不断兴起，人人都是
科学传播者。科学传播产品如何供给？这方面存在大量空间有待开拓。”
在由科技部指导、上海市科委主办的首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长三角科

技传播院（所）长研讨会上，12位科技传播院（所、馆）长齐聚，共话长三角地
区科技传播协同发展的道路与前景。

眼下，正值鲜藕收

获的季节。在位于湖州

市德清县钟管镇一处藕

塘内，藕农们正忙着采

收、清洗、分拣莲藕，一

派繁忙景象。近年来，

当地依托生态优势，鼓

励农民发展生态莲藕、

枇杷、葡萄等特色种植，

产出的农产品品质优

良，深受市场青睐，有效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王正
摄影报道

科技传播“一盘棋”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本乾指出，增进

公众理解科学、储备科技人才、培育科学文

化，是国际科技传播的普遍经验。

他说，科技传播“一盘棋”战略规划，科

技创新与科技传播“两轮驱动”，科技传播

主体培育、市场机制、事业发展等“三大机

制”创新，集中表现出中国科技传播的特

色。“国际科技传播人才高地、国际科技传

播媒体高地、国际科技传播产品高地、国际

科技传播事业发展高地等‘四大高地’建

设，有助于推动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和

科创中心建设。”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涛甫看来，科技传播需

要科学的传播以及科学地传播。他解释，

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传播是相对科学准确

的传播，最后效果是正向的。“如果科学知

识是真的，但传播没到位的话，效果仍然是

负的；若是伪科学，却被正向传播的话，产

生的负面影响和干扰则更厉害。”张涛甫进

一步分析，“最坏的情况是，科学是负的，传

播也是负的。”

张涛甫提出，一边是科学，一边是传播，

要寻找“拱顶石”，以“专业+传播”和“传播+

专业”的路径最终实现“科学的传播”和“科

学地传播”。

协同共进“一体化”
研讨会上，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成了圆

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口中的高频词。2018年，

由上海科技馆、中国航海博物馆、江苏省科

学技术馆、南京科技馆、浙江省科技馆、浙江

自然博物馆、安徽省科学技术馆、合肥市科

技馆等八家科普场馆发起成立了长三角科

普场馆联盟，旨在加强长三角科普资源共

享，集中力量办大事，吸引更多游客走进科

普场馆。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张聪慧表

示，希望通过长三角科技传播联盟这一平

台，打造完整科技传播人才培养链条、夯实

科技传播人才培养的基础，实现区域科技传

播的主体协同。同时，通过政策扶持与产学

研各方协同联动，营造良好生态、整合科技

传播资源，实现区域科技传播的主题协同，

共同打造长三角地区科技传播高地。

浙江自然博物院党委书记、院长严洪明

认为，在科技传播协同创新的背景下，科普

场馆自身需要全方位升级科技传播团队配

置、更新科普手段。在提升科普场所自媒体

传播能力的同时，希望可以进一步深化长三

角科技传播指标体系的研究，建立评估体

系，促进各场馆资源共享协同共进。

人才培养“一揽子”
合肥科技馆秉持以人为本，常办常新

的办馆理念，展品更新率高、资源非常丰

富，已建成立体化、层次式的科普体系。馆

长柏劲松提出，区域性科技传播共同体的

建设，是助力长三角地区科技传播工作者

实现资源互通的重要途径。同时，科普机

构、科普企业对于科普人才需求旺盛，希望

通过与高校共建的模式，培养拥有跨学科

背景的科普人才，助力地方科普事业快速

高效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20日举行的上海科

技传播大会上，由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中

的8所高校、1家研究所和3家科技馆组成

的“长三角科技传播联盟”成立，联盟汇聚

了长三角地区高水平科技传播学研究专家

及学者，旨在成为打造区域科技传播共同

体的联结纽带，发挥传播学对于科技发展

的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郜阳

青春力量共创乡村“理想型”
当80后90后遇到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

迹”的龙游石窟，会碰擦出怎样的火花？日前，

龙游瀫畔 · 8090青年创造季在浙江省衢州市

龙游石窟2号洞举行，邀请青年以群策、群设、

群创方式，探索乡村现代化的多元可能。

龙游瀫，衢江穿城而过形成的“三湖四

岛”和两岸约30平方公里空间，计划邀请

年轻人策划、设计、创造，共同构建青年心

目中的乡村“理想型”，形成触发产城动能

的风景、吸引人才汇聚的群落、展示城乡文

明的岛链。

“我们希望为青年尽情施展才华、创造价

值搭建广阔舞台，同时也希望以此次活动为

起点，让更多年轻人走进龙游、逐梦龙游。”龙

游县委书记祝建东介绍，希望吸引更多“青年

力量”走进龙游，助力打造新时代中国城乡融

合的“龙游范本”。

活动联合发起人、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晖介绍，活动

将遴选出27位青年设计师和1个创新艺术机

构，通过跨艺术、策划、景观、建筑不同专业的

组合，在龙游瀫畔创造一批具有建设性、成长

性的方案。 本报记者 毛丽君

衢州龙游开启“8090青年创造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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