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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之平

■ 闫丽

好服务，也是生产力
——从“一”字看改革①

基层治理需要“这抹红”
■ 蒋丽莉

■ 杨建楠

画好这个循环的“圈”
■ 李娜

企业说“不”的底气从哪来

“外来户”也能成为“土特产”
■ 张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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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要跑多少次？

答案是“一次不用跑”。近日，天津市民曹先生喜得千

金，他通过“津心办”App线上申报，新生儿的出生证、户口、

预防接种证等“一堆事”变“一件事”，很快办好了。

由“多部门、多窗口、多次跑”变为“一部门、一窗口、零

次跑”，将“多件事”整合为“一件事”，这个“一”字，不是平面

的，而是系统集成、协同集约的立体呈现，是改革不断深入

的生动诠释。不久前，天津发布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进

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工作方案。从社保卡变身

“一卡通”，到会展服务更便捷，“一件事”覆盖更多场景。高

效的过程、办成的结果，体现在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

最少的环节、最优的服务，最大限度减少办事成本，把企业

和群众的关心事变成省心事。办事之效，折射治理之变、机制

之新。改革，给群众带来真切具体的获得感，给企业带来“时

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共鸣。

“高效办成一件事”，背后依托一个强大的“数据大脑”，也

需要一键直达、一站集成的数字化思维。化繁为简，靠创新：

过去办事找政府部门，现在是进政务平台。打通壁垒，靠改

革：过去从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现在是多个部门“综合集

纳”。从身份证补办到户口迁移，从企业登记到营业执照遗失

补领，越来越多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不仅能网上办、自助

办，还能多件事一次办。运用先进技术和数字思维，促进政

务服务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让数据流动起来、环节流畅起

来，“一件事”的“服务圈”越画越大，企业、群众办事更加舒

心，发展的活力也就更足。

好服务，也是生产力。不久前，津南区一家物流公司的办

理人忘记带申请表，这时，工作人员解释，“您忘记带的申请表

是次要材料，只需在承诺时间内补齐就行了”，为其提供了“容

缺受理”服务。不论技术手段如何改进、服务场景如何变化，

最大程度便民利民，才是政务服务不变的初心。善用企业、群

众视角看问题、办事情，通过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式方

法，把“一件事”拓展到“一类事”，让企业和群众的需求和痛点

更“触手可及”，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

这是一个“用脚投票”的时代。向改革要动力、以协同聚

合力，以改革撬动发展，“近者悦，远者来”就会成为更生动的

现实。

张玥：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
求时，它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
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它会阻碍生
产力的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
制”，就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生
产关系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调整，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乔晓楠：是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

障，需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

应。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实现高质量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生产关系和

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

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才能为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随着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原来

的一些体制机制已不再适应自主创新的新

要求，必须借助改革催生新型生产关系，推

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生

长空间。

张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
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
效益最大化。

乔晓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创新

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其中的关键是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展

新质生产力需要步入新领域新赛道，需要

什么样的新技术、产业向哪个方向发展，市

场的反应最敏锐。就拿天津正在发展的低

空经济来说，从生产无人机到相关配套设

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低空+

物流、低空+农业、低空+文旅等多业态应用

场景，资源配置的路径很清晰，就是以场景

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发挥市场“无形之

手”的作用。与此同时，低空经济也面临如

何有效管理空域、行业标准如何互通互认

等问题，呼唤制度配套、制度创新。这就需

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更好维护

市场秩序，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张玥：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您认为其中的关键何在？

乔晓楠：推行科技体制改革，关键是要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天津就有一些科研机构把社会贡献度作为评

价科研人员的主要指标，让科研人员能心无旁骛地长年从事一项

研究。一些学校打通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流程，让科技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更顺畅。这些做法，完善了科技成果评价、收益分配等

机制，让一些沉睡的科创资源得到盘活、人才的创新积极性得到激

发。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推动体制“活”起来、人员“动”起来、成

果“转”起来。

张玥：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也是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的必然要求。天津正在着力打造这样的环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
分工合作，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打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空间。

乔晓楠：没错。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

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通过深化制度创新，能更好地构建

开放创新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港

口资源联动、金融创新协作等进一步提升。现在，东疆综保区正大

力推动绿色融资租赁，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提供金融支持，天津自

贸试验区率先试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空运快运货物6

小时内放行”等措施陆续落地并常态化实施。诸多改革都意在提供

高水平制度供给，增强对国内外高端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当众多创

新力量汇聚于此，就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对话人：

乔晓楠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张 玥 本报评论员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通过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将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能。

政府部门来调研，企业能拒绝吗？

由于时间安排有冲突，海南陵水一家企业，近日拒绝

了有关部门入企调研的预约。部门随即更改调研时间，

体现了对经营主体的尊重。这不是个例。海南省涉企活

动统筹监测系统上线后，各类涉企调研活动频次降低。

据统计，今年2月以来，通过该系统共开展活动6090次，

发起活动被拒共计67次，以前打个电话、发个通知，调研

就能成行，如今可不一定了。

从“我要如何”，凭主观意愿安排工作，到“你觉得如

何”，依企业时间、听企业需求开展工作，是服务理念的转

变。此前有这样一则新闻，安徽某地一企业一年被检查走

访百余次，引发网友热议。把到企业交流、调研当成业绩，

三天两头到企业问进度、问需求，以至于有的企业成了“调

研样板间”“走访打卡点”。这样非但不能为企业纾困，反而

为企业添堵，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良好的政企关系下，企业既有说“不”的底气，也有说

“要”的硬气。“在‘暖企云’平台上反映诉求，很快就有专

人回复答疑，第二天相关部门就上门协调解决。”宁河区

政企协同线上服务平台设置了企业诉求模块，24小时实

时接收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协调相关部门线上、线下解决

问题。应呼声而来、奔问题而去，上门服务的形式看似没

变，但流程变了、动机变了、角色变了，效果自然也会不

同。通过职能转变、流程再造等方式提高治理效能，不仅

解决了企业“成长的烦恼”，而且能引导企业从“怕与政府

打交道”变成“有事儿就直说”。

当然，角色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面对产业

发展和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如何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

求来履行职能，仍是考验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课题。改

革的思维和力量贯穿在破题的过程中。把旧思想的“围墙”

推倒，新观念的“闸门”打开，才能涌现出一项项“颗粒度”更

细的新方案、新举措来。这也是对一座城市软实力和竞争

力的有力诠释。

明明还在上班时

间，办公大厅却唱起

了“空城计”，工位

上空空如也。若问

人去哪了，请看喧闹

的食堂。

如此荒唐的一幕

发生在辽宁省丹东市

元宝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该局中午下班时

间应为11点30分，11

点10分左右，肖先生

（化名）多次拨打办公

电话都无人接听。他

焦急之下直接前往该

局办公楼，却见二楼

餐厅内有众多工作人

员正在进餐，而三楼

办公大厅却空无一

人，此时是11点26分。

工作时间离岗就

餐，丢的不只是规矩，

更是为民服务的状

态。从一件事看一类

事，在岗位上“摸鱼”、

对群众诉求推诿扯

皮、提早下班等现象，

都是“不在状态”的表

现。“不在状态”，多半

是少了“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放心

不下，贵在时时，也难

在时时。服务群众，

解决的是千家万户的

事，新情况、新问题会

不断出现，新模式、新

方法需要去探索，这

就要摒弃“过得去”思

维，脑子里的那根弦

不能松。

凡事不患无策，只

患无心。要“时刻在状

态”，首先要做个有心

人。有心人也是眼里

有活儿的人。状态在

不在线，看的不只是上

班时间，甚至出了办

公室，大街小巷、田间

地头处处有群众需要服务，处处是服务群

众的舞台；状态在不在线，看的也不是事情

大小，只要事关百姓利益，柴米油盐的“小

事”也是大事。多为群众做一点、多替群众

急一急，自然也就能“有心”、有状态。

说千道万，能干实事是关键。有的部

门积极上门问需，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一

对一”帮办、代办服务，有的地方设立24

小时自助服务区，这些都是把状态拉满，

推动一个地区的改革创新发展的表现。

“感觉特别幸福，因为一切都不用发愁。”

一位市民对基层服务工作的评价，道出了

干部“时刻在状态”的意义所在。一座城

市的发展动能、老百姓的幸福感正是从这

些时时在线的状态中来。

表情憨憨、毛发浓密、外形似羊又似骆驼——呆萌的羊驼近

两年随着新兴的“萌宠经济”走红。这种原产于南美洲的动物本

是“外来户”，现在却因武清区陈咀镇发展羊驼养殖业而成为“土

特产”。

提起“土特产”，人们往往认为就是土生土长的东西。但宁

河区岳龙镇的红瑶甘薯、滨海新区茶淀街道的玫瑰香葡萄、静海

区罗阁庄的梨等一些名头响亮的津农精品，最初其实都是“外来

户”，在融入本地的自然环境、产业链条后，经过改良、升级，成为

“土特产”。

引进“外来户”，绝非“装到篮子里就是菜”，而是有许多门道

儿。红瑶甘薯出了名的“不好伺候”，土质有一点不符合要求，产

量就上不去、口感也差。这种挑剔的品种之所以能在岳龙镇扎

下根，是因为那里的土壤介于黑土与沙土之间，兼具良好的透气

性、渗水性和保肥性，彼此“投缘”，就走到了一起。自身优势在

哪，适合什么农产品？靠调研摸清情况，靠科技手段进行分析，

靠大胆尝试、小心求证来确定方向，才能避免“拉郎配”。说到底，

出手要科学、精准。

让“外来户”成为“土特产”，还需要“改头换面”。如果只是复

制粘贴，即便照搬成功，也难免会陷入同质化竞争。茶淀街道种植

玫瑰香葡萄已有几十年，这期间采用过数不清的创新性种植技术，

至今仍在利用生物技术、绿色新肥料等手段提升葡萄的品质，由此

积累出了地地道道的津沽特色。事实证明，求变、创新，是一种必

须练好的内功，也是让“外来户”得以深扎根的养分。

让“外来户”成为“土特产”，小打小闹可不行，还需真正围绕其

建成产业、形成集群。陈咀镇除了养殖羊驼，还打造萌宠乐园，吸

引驼绒加工企业入驻，并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羊驼血液研究，大有

“一鱼多吃”的劲头。这不仅是在延长产业链条，也是在品牌化的

道路上走得更远，让羊驼成为当地的鲜明标识。把产品特色转化

为多元价值，将“产”字真正琢磨透，手里握着的优质农产品才能形

成发展的新气象。

一辆报废汽车被送上流水线，仅15分钟就从整车变为

碎片，而后残渣进入分选流水线，自动分类回收铜、铝、塑料

等材料，经专业化加工处理后可用于再生产；一块废旧锂电

池，经放电、拆解、自动铣削、分容配组等程序，走过一段循环

之旅便重新“问世”……在静海区子牙河畔的天津子牙经济技

术开发区，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产业向“绿”，城市向“新”，绿色动能释放处，也是新质

生产力“生长”处。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实践

一再证明，“产品—再生资源—产品”，画好循环经济的这个

“圈”，不仅是在化腐朽为神奇，也是在为培育新质生产力

“加码”。

这个“圈”，是充满科技含量的“圈”。变废为宝，推动

资源再生利用，技术创新是核心动力，也是关键支撑。含

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工业尾气被细菌“吃”掉后，转化

成生物乙醇及新型饲料蛋白等高附加值产品，缘于合成生

物技术的创新突破。线上下单、实时回款、全流程可追溯，还

有企业依靠自主研发的智能化云平台，扩大各类再生资源回

收范围，推动了循环经济“圈”的运行效率和质量。降低废弃

物的产生也好，实现变废为宝也好，于整个循环经济体系而

言，没有绿色技术赋能，循环“有心也无力”。深层次看，循环

经济的源头是绿色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技术供给端与产业

需求端对接越紧，循环的“圈”运转越高效，发展才能“新”意

盎然。

画好这个“圈”，技术是“墨”，产业是“笔”。有的企业开始更

新商业模式，深度参与到产业循环中，通过搭建回收体系，让产

品原料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还有的地方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不

断完善产业链条，实现从单一再生资源拆解，向新能源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和装备制造等多元化产业格局转变。着笔延链、补

链、强链，上下游企业衔接愈是紧密、产业“体格”愈是强健，循环

经济的“圈”愈有活力、竞争力。

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昆云里社区的“萌娃自习室”里，一群孩子

正围坐在桌前，认真聆听志愿者的讲解，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

这里不仅有作业辅导，还有手工制作、科普实验、舞蹈等丰富多彩

的特色课程。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不仅增长了知识，还培

养了新兴趣，提高了动手能力。

这背后，离不开那些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的辛勤付出。他

们中既有党员，也有社区里的热心群众。他们利用自己的专长和

休息时间，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温馨、有趣的学习空间。

昆云里社区的“志愿红”，是新时代社区志愿服务与基层治理

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该社区通过打造“1+7+N”机制，即坚持社

区党委领导、打造7支队伍深耕志愿服务重点领域、整合辖区各类

资源，探索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志愿服务新路径。一系列富有针

对性的服务活动，提升了治理效能，不仅增强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也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志愿服务以其灵活性和创新性，有效缓解了社区治理的压力，

提升了治理效能，不断为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社区也应加强对

志愿服务的支持和保障力度，为志愿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平台和条

件，让一抹抹鲜艳的“志愿红”，成为推动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内生

动力，为基层治理增色、添彩。

为了“章”，还是为了“游”

盖章打卡是很多年轻人出游

的“必选项”，也正在成为不少商

家吸引游客的手段。有些纪念

章从“免费自助”变成了“收费盖

章”，印章质量良莠不齐，出现大

量同质化印章。盖章，还应回归

到文化体验的纯粹本质中来。

单君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