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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群众在常规办事窗口办不成事怎

么办？办事过程中遇到问题怎么快速解决？

近日，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办不成事”

反映窗口，主打的就是为企业、群众解决难

题。上海推行“一网通办”4年多来，无论是线

上服务还是线下办事，办结率和办结时间均

成绩优异。那么，为什么还要设立“办不成

事”反映窗口呢？它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

企业注册地址可协查
上海了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办人陈龙

近期前来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公司注册

地址登记，办理过程中，窗口工作人员发现系

统显示其注册地址的门牌号未经过派出所方

面的现场协查认证，因此暂不具备办理资

格。“我也是第一次办理这项业务，对补齐手

续所需要的证明流程并不熟悉。”陈龙说。

得知企业存在困难后，窗口工作人员立

即联系了刚设立不久的“办不成事”反映窗

口，该窗口业务负责人的公共服务科副科长

黄炜立即开会商讨对策。“鉴于以往在窗口

遇到类似问题的概率较高，借着这次机会，

我们依托政务微信，紧急开发了‘企业地址

协查’这款小程序，帮助企业进行注册登记

的办理。”黄炜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了鋆餐饮所要注册登记的

地址经过分割后，实际上存在多个临时号牌，

例如田林路80-1、80-2这样的情况，而了鋆

餐饮所要使用的注册地址，因其临时门牌号

无法与产证门牌号对应，需要开具门牌号证

明后才能注册。“按照以往流程，产权人需要

亲自去辖区派出所申请对地址的现场核实，

并开具门牌号证明后方可注册。”黄炜表示，

“现在我们收到企业相关需求时，可以通过

这个协查功能替企业发起协查申请，派出所

方面收到我们的协查申请后会到现场勘察，

并通过该系统反馈勘察情况后开具‘门牌号

证明’，无需经办人两头跑。”记者了解到，企

业群众可通过线上、线下的渠道向“办不成

事”反映窗口提出诉求，窗口办理专员收到

申请后，对申请人的诉求确认后进行受理，

并根据诉求类型协同有关部门高效解决。

特种设备过户无障碍
事实上，“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设立并

非形式主义，而是通过实体窗口的形式真正

把跨前服务、主动帮办服务落到实处。这一

点不仅体现在“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更体现

在企业群众的满意度上。

近期，上海东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送来

一面锦旗，感谢中心对其公司办理业务的大

力帮助。原来，在去年底，上海东湖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经办人项伟前来办理18台电梯

的过户手续，由原使用单位“国家税务总局

上海市税务局机关服务中心”变更为新使

用单位“上海东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原

本是一项再常规不过的业务，但由于这18

台电梯年代久远、登记信息不全，经过后台

系统对比后发现，申请材料内18台电梯的

产品编号、设备使用地点等信息与系统不

一致。“信息不匹配，肯定无法办理业务。”

窗口工作人员当即建议申请人写一份由产

权人盖章的情况说明作为补充材料。意想

不到的是，补充材料上传后，得到的审批意

见却是“情况说明不够详细，每台电梯应与

市监局系统内一一对应。”

这一下可难住了经办人，因为年代实在

久远，他不知道系统内的登记信息会匹配不

上，况且他对这项业务流程并不熟悉。窗口

工作人员把这个情况汇总到了“办不成事”

反映窗口。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通过“办

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平台和区市场监管局对

接。通过几个工作日的努力，一份内容详

细、条理清晰的情况说明被整理出来，后由

经办人盖章后连同补充材料一并完成了补

件流程，并最终通过审批，领取了新的特种

设备使用登记和使用登记表。

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设立就是希望弥补

政务服务的短板，以这个窗口来倒逼徐汇的

政务服务更趋于完善、服务更加靠前，最大

程度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捷度，为企业群众

提供高效服务。

本报记者 袁玮

徐汇区将“一网通办”改革进行到底

这个窗口，专为“啃硬骨头”而设

近日，家住嘉定区徐行镇小庙村一

队375号的村民董阿姨拨通了12345市

民热线。“我家后面墙角有一根电杆立

了30多年了，现在我想翻新房子，但施

工队说工程车会碰到电杆上面的电线，

很不安全，我希望相关部门能不能帮我

想想办法，挪挪杆子位置。”

接到诉求工单后，嘉定区城运中心

工作人员立刻向小庙村村委、徐行镇相

关诉求委办单位电话沟通了解情况。经

村委查询相关资料后证实：这根立了30

多年的电杆是当年电力部门农村电网改

造时候架设的，当时立杆的时候选的都

是公共区域，那块地方还不是居民的后

院外墙。

综合现场实际情况后，嘉定区城运

中心立即联系嘉定供电公司，希望可以

一起协商处理这根“闹心”电杆的平移事

宜。嘉定供电公司闻讯，也立刻查阅台

账资料，并第一时间安排徐行供电营业

站工作人员与小庙村一队375号的村民

联系现场踏勘。

“老百姓的诉求看着很简单，想让电

杆往外侧平移3米，但这些区域都是公

共区域，由于历史原因可能存在前后居

民之间的私下用地约定，平移电杆时，

周围其他村民都会有意见，而且还要考

虑到小型轿车转弯的半径。”嘉定供电

公司徐行营业站诉求承办人员宣剑现

场勘察后发现，平移电杆的诉求没有想

象中容易。

随后，嘉定供电公司又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嘉

定区城运中心，并寻求支援。在嘉定区城运的一同

努力下，嘉定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一周连续多日登门

拜访，与周围村民（小庙村一队374号、375号、377

号）进行协商沟通。最终，相关方面签订“三方协

议”达成一致意见，电杆挪放至合适位置。

本报记者 罗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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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樱盛开，蝴蝶兰吐艳，即将建成开

放的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社区花园“喆园”

风景正好。如果不是住在周边的居民，第

一次来访的人一定想不到，几年前这里可

是一片堆满垃圾的荒地。如今它不仅变

美了，还有了健身设施，一番大变样真让

社区居民们开心。

“喆园”本非园，而是吉浦路355弄和

375弄之间的一块荒地。由于长期无人管

理，长满四五米高的野草，人都走不进

去。一到夏天，苍蝇、蚊子乱飞，附近居民

简直不敢开窗。同时，由于小区本身面积

小，居民停车又占用了不少公共空间，社

区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严重不足，因此格

外盼望着能整治这片荒地，在美化环境的

同时，又能多一块休闲场所。

“喆园”的诞生也并非一蹴而就。

2019年，吉浦一居民区党总支、居委会首

先跨前一步，结合“大调研”工作进行现场

调查，通过“百脑汇”议事堂，寻求业委会、

物业、党员群众等多方支持，与社区居民

共同商议空地改造方案，之后陆续尝试过

“瓶子菜园”等项目，但始终没有系统性地

解决问题。

最近，在杨浦区体育局和区绿化园林

局的大力帮助下，这块空地终于旧貌换新

颜，完成了蜕变。绿化、健身器材、休闲座

椅、花坛、塑胶步道一应俱全，总面积近

3000平方米的休闲空间极大地提升了小

区的环境品质。居民张先生兴奋地说：

“这里的塑胶跑道一圈有300米，好似一

个小型操场，跑步、锻炼都不用出小区了，

在家门口就能搞定了。两旁还种了很多

花，整个环境提升很大，活动起来感觉也

更好了。”幸福感十足的居民们群策群力，

将花园命名“喆园”，既有“大吉大利”的美

好寓意，又取地名里的“吉”字，象征着吉

浦路355弄与吉浦路375弄被花园紧紧相

连、团结一心，非常形象。

同时，居民们充分发挥自治力量，

制定文明公约，组织了40余名志愿者和

小区门卫在花园开放时段一起对不文

明遛狗、大声跳广场舞等行为进行监督

和劝导，并在每周四开展清扫，以免这

片休闲场地的诞生会影响相邻楼栋居

民的生活，确保“喆园”能真正良性发展

下去。

本报记者 孙云

多方出力，荒地变身休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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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天气宜人，申城的顾

村公园、世纪公园等游人如织，不仅停车位难

找，连公园草坪也“长”满了帐篷。这种“篷潮

汹涌”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有关部门

接到的“帐篷占地”的投诉也居高不下。

这两年，帐篷露营从小众圈子一下子走

向大众视野，逐渐成为市民游客，尤其是  

后、  后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虽然目

前申城可以搭帐篷的城市公园有  多座，但

面对“汹涌”的搭建人流时，依然显得捉襟见

肘，一些公园已经到了再多一个帐篷就不行

的程度了，这也让许多人的游园体验大打折

扣：“抢完樱花，开始抢帐篷了”“想笔直穿过

草坪？不可能的，只好绕道”“踏青体验很差，

谁来管管？”“搭帐篷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草

坪‘秃头’了”……

当受欢迎的公共资源遭遇“僧多粥少”的

难题时，“一禁了之”绝对不是最好的做法。

去年  月，《上海市城市公园帐篷区管理指引

（试行）》发布，明确了哪些公园的绿地可以搭

建帐篷。同时，有关部门也会定期统计更新

可以搭帐篷的城市公园名录。比如，长风公

园为了满足游客需求，开辟了月季苑西侧和

铁臂山北侧山脚处草坪区域，供市民游客自

行搭建。但在“允许”和“禁止”之外，有关部

门和公园管理方还需要拿出更细致的实施方

案，从市民游客体验出发，优化设施、细化管

理，把一些好的做法复制推广。

引入第三方专业运营等方式，根据不

同游客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上海辰山

植物园通过这种模式让帐篷有序“生长”。

辰山植物园的大草坪常年对帐篷开放。同

时，园方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在距离染井吉

野樱花大道不远的山坡上划定了一片“轻

奢帐篷区”。市民游客可以根据不同的需

求进行选择，即使不带装备，也可以享受露

营生活。

多元主体共建、共享，主管部门、公园管

理方以及市民游客也可以群策群力，特别是

涉及到草坪上的帐篷密度多少才合理、如何

防止帐篷防风固定绳绊倒游客等方面，可以

共同摸索出共治的方案，并不断完善规范化、

精细化、人性化管理，让帐篷也可以成为公园

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喆园”即将建成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