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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上海全面实施“一

业一证”改革，希冀最大程度利企便

民。然而在网办的推进过程中，企业

仍然普遍存在不知道填什么表、不

知道交什么材料的现实困境，独立

完成网上申办的难度较大。日前，

这项企业办事困境在普陀得到了解

决，堵点、痛点一一打通。普陀区在

全市首发上线了“一业一证帮办服务

一件事”业务：通过线上服务模块的功

能创新、数据打通、服务整合，真正实

现了企业“线上填一表、线下领一证”的

简化操作。

线上扩容增能
据普陀区区府办介绍，今年初

以来，由区府办牵头成立“组团大调

研”的行动专班，梳理收集25个相关

行业证照网办的现实难点，再一一

对应进行流程再造和技术升级。以

普陀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办理的相关

证照为例，在调研中发现，企业独立

完成网上申报的难度较大。普陀区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行业许

可证申请涉及到的材料多、部门多，

不少企业知道自己要开药店、食品

店，但却不知道自己对应需要申请

哪些证照，而每一张证照申请的背

后还涉及到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

这其中涉及到的材料明细、材料规

范又是各不相同的。”

“一业一证帮办服务一件事”业

务的开发上线，通过线上的扩容增

能，将帮办服务挪到了“线上”，为企

业在证照申请的前、中、后期提供全

流程指导。

真如地区投资促进中心石泉分

中心主任刘元对此感触很深：“区域

内一家大型商超的办公总部不在上

海，但证照的申请要到属地普陀来，

原以为要来回奔波几次的，但得益于

区里提供的线上帮办服务，这才免去

了我们服务企业的很多烦恼。”刘元

说，从网上申请证照的第一步就有引

导，将企业的真实需求和情况如实填

写，系统会自动匹配出需要申请的证

照类型和所需材料，避免重复提交材

料之余，在递交材料后如果材料出现

不规范或需要补充的，线上也会出现

相应的反馈框，并清楚指出需要调整

的地方。

“尤其是在超市行业综合许可证

里，有一张食品许可证涉及超市图纸

材料的上传，企业在线上提交材料后，

工作人员第二天就用打标签的形式，

给我们优化了图纸并反馈，方便企业

及时调整并尽早通过审批、顺利开

业。”刘元进一步举例说。

线下融合线上
真如城市副中心的一家大型商

超通过这项服务，很快就成功办理

出超市行业综合许可证。“办理速度

超乎想象。原先需要15个工作日才

能办理下来的各类开业许可证，现

在只用了5天。”该超市相关负责人

在普陀区行政服务中心拿到行业综

合许可证时十分欣喜，“这是我第一

次来线下大厅办业务，没想到直接

就可以领到证，太便利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普陀“一业一

证帮办服务一件事”业务办理上，还

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我们

联合区行政服务中心、区市场监管

局、区文旅委、区卫健委等10个业务

部门成立了项目小组，全面梳理各

事项帮办服务流程，对涉及到需要

现场勘察的服务进行合并，实行集

中式组团帮办。”普陀区区府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丁婉星

普陀：首创“一业一证”云上帮办

本报讯（记者 杨

玉红）昨日，记者从社会

资本参与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座谈会上获悉，上

海积极探索市场主体

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区域的合作模式。在

活动现场，三个代表性

意向合作项目签约，总

签约额达10.37亿元，为

相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区域的乡村产业发

展注入了新动能。

这三个代表性意向

合作项目分别是：上海

东禾九谷开心农场有限

公司与崇明区竖新镇政

府签约的东禾九谷开心

农场项目，上海松林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与金

山区廊下镇政府签约的

松林楼房养猪循环种养

项目，上海航宸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与青浦区金

泽镇双祥村签约的金坞

半岛水上中心项目。

其中，东禾九谷开

心农场项目规划区域面

积 3345亩，其中农田

1200亩，预计投资规模

达6亿元。东禾九谷立

足现代农业生产，基于

大米产业升级发展目

标的需要，通过对稻米

种植和加工的标准化、

科技化、工业化、产业

化的深入研究，逐步探

索形成东禾九谷特有

的稻米全产业链生产

作业模式和乡村振兴一、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后续将

以“生态、生活、生命”为目标，以

稻米文化为主线，结合农业生产

和农事体验、主题运动和度假休

闲、修身养性和乐养乐居，打造一

个宜业、宜居、宜养的现代化田园

生态空间。崇明区竖新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康

乾表示，“今天我们开展

全域土地试点工作，就

是充分发挥郊野单元村

庄规划空间统筹整合的

平台作用，加强土地政

策供给和保障，解决乡

村振兴中‘土地从哪里

来’的问题。”

为实现规划实施平

台与产权交易服务平台

的协同联动，构建长效

机制，以本次活动为契

机，市联交所正式开通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乡

村产业发展”服务平

台。该平台承担产业招

商信息公开发布、行业

动态跟踪以及交易撮合

等市场化服务。属地政

府可在平台上发布招商

意向信息，吸引央企、市

属国企、民企以及外企

等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

资，并依托农村产权交

易平台开展统一规范、

高效便捷、阳光透明的

交易服务。平台同步展

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相

关政策文件及解读，以

及全域整治、乡村振兴、

新城建设、乡村社区生

活圈等工作开展的最新

动态等。

未来，市规划资源

局和市联交所将做好社

会资本参与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的相关服务工作，引导和

聚合相关资金，充分发挥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的基础平台作用，盘

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发展特色

化现代农业产业，激活要素市场

助力上海乡村振兴；同步加强社会

资本参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全

过程监管。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20年，

3187人，接力完成一个报国梦。这

是上海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交

出的答卷。自2003年起，根据全国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管理

办公室的统一部署，团上海市委联

合上海市教委、上海市财政局和上

海市人社局启动实施上海市西部计

划项目，引导广大青年用实际行动

践行“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近日，宣

讲会分别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

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杉达学院举行，

招募宣讲会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同

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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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启动招募

老外专家抱花亮相
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上海拥有一批又一批甘

于无闻，却集智慧与才华于一身的

深耕者。他们一边耕耘科学研究，

创新硕果累累，一边投身“大科

普”，厚植城市创新沃土，值得最耀

眼的闪光灯。第一位踏上科学红

毯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这

是我第二次走上科学红毯，距离上

次已有八年时间，中国创新药已经

从几乎‘零起点’，发展到国际第二

梯队的领先水平。”这位长期致力

于新药发现和药物设计研究，承担

和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创新药物研

究和开发项目的科学家，带来了中

国创新药的最新好消息，“如今，我

们每年有二三十种国家一类新药

上市。这其中，上海生物医药起到

了十分关键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去年刚刚荣获“白玉兰纪念奖”

的马里奇奥 ·托内特教授，来了。他

在国际上开创了口腔疾病与全身疾

病研究先河，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教授、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口腔

种植研究中心主任。只见他怀抱花

束，沿黄浦江畔，款款而来。站在红

毯的尽头，这位金发碧眼的顶尖外

国专家用力挥手致意，重新欣赏着

这座创新之城。也许，他在世界各

地接受过无数科学同行的掌声和鲜

花。但是，像在上海这般感受来自

整座城市和民众对科学创新的激情

和尊重，可能还是第一次。

风帆胸针意味深长
“很欣慰也很自豪，生活在这

样一个尊重科学和劳动的时代。

作为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我的

工作和付出得到了来自全社会的

认可和赞誉。”中科院分子细胞科

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第

一次走上“科学红毯秀”。走出深

居的实验室踏上红毯，洁白的实验

服换成素雅的洋装礼服，这位带领

团队创建了长非编码和环形RNA

研究技术体系的女科学家，如清水

芙蓉般，清丽优雅。“我们在揭示长

非编码和环形RNA的生成规律、

作用机制以及与人类疾病的关联

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原创研究成

果。同时，也希望用打动人心的科

普语言，开启公众走进生命科学的

新路径。”为了今天的红毯，她特意

佩戴了一枚小巧别致的风帆形胸

针，期待着在科普新征程上，扬帆

起航，一路远行。

创新群像光彩夺目
红毯不长，科学之路深长。红

毯秀上，30多位科技工作者的身影

一闪而过，却代表了上海在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航天、船

舶、大科学装置等各个领域的砥砺

前行，更浓缩着上海科技创新发展

中无数深耕者的群像。上海光源

光束线运行负责人、天文台主动氢

钟项目组，微小卫星总装技师，神

光Ⅱ设施激光参数测控技术人员

……这些科技工匠们将青春和热

血刻在一项项重大科学项目中。

今天，他们踏上红毯，光彩夺目。

以“悦享科技 智创未来”为主

题的2023年上海科技节正式拉开

帷幕。上海科技节创办于1991年，

是全球第二个、全国第一个由政府

主办的科技节。从今天到5月31

日，一场全市规模的科技嘉年华将

在大街小巷，展示科学的魅力；全

市1500多场科技节活动，将全方位

激活公众好奇心。与此同时，科技

节期间，全市98家科普基地延续免

费开放政策、33家科技基地将在线

上或线下对公众优惠开放。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星光熠熠 科学大咖亮相红毯
2023年上海科技节拉开帷幕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大调研

鲜花如海，送给最闪耀的创新明星，他们是老、中、青三代薪火相传的科学家群像；掌声雷
鸣，追逐夜空中最明亮的光，他们中有一向无私奉献、默默耕耘的实验室工匠……今天上午，北
外滩上海世界会客厅里星光熠熠。随着30多位科学家和众多领域的中外顶尖科技人才以及青
少年科创代表盛装而来，在万众瞩目中走过红毯，2023年上海科技节拉开帷幕。

线上线下组团打通企业办事堵点、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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