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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神 促改革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增值服务“全链条”
重塑电商新生态

近年来，江北区打造直播电商服务
新生态，成为“一链一方案”以增值服务
赋能重点产业链的样本。数据显示，仅
2023年，该区就新引进直播电商企业
59家，带动线上销售额超700亿元。

在一张《直播电商增值服务流程
图》上，就场、货、人、播中、播后五个
环节，以及内容体系、支撑体系、服务
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划。在
宁波（前洋）直播中心，依托这一流
程，直播人才、技术保障、售后服务等
方面都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

该中心运营总监王能能介绍，随
着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直播行业也
面临各种各样人、货、场的问题，尤以
主播的专业素养、货品的质量监管、
直播电商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为主。

“在江北区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
的指导、协调下，先后成立了直播电
商产业服务驿站和直播行业工会联
合会。”王能能介绍，前者通过专业的
电商培训为从业人员赋能，还通过专
业的司法团队解决各种法律问题；后
者通过选品规范来保证货品质量，同
时借助专业的直播场地搭建和直播
服务解决各种直播中会遇到的问题，
解决了直播的后顾之忧。

罗国荣介绍，该区出台《关于加
快江北直播电商经济发展的若干扶
持政策》，就是为了持续加大直播电
商产业链企业引进、基地建设、人才
培育、农村直播电商产业发展等方面
的增值服务力度。2023年，江北区
引进400名优质主播，培训5000余
名直播人员，腾挪出前洋E商小镇客
厅、中策18号楼等商务楼宇20余万
方场地作为直播经济的空间载体。

这只是“一链一方案”对重点产
业或企业开展靶向服务的一个缩
影。该区不仅大力推进“全程网上
办”“政务服务进百企”“百名干部服
务百企”等活动，还通过“甬易办”平
台的惠企政策提高政策兑现便利度。

数据显示，通过“一链一方案”的
服务，江北区2023年工业产业的两
大核心产业产值增长了15%以上。
2023年以来，招引落地产业链相关
项目20多个。

记者 马涛 实习生 瞿含茵 文/摄

项目论证、项目
立项、方案设计……
在工程项目审批中，
这是每个经办人员都
会遇到的事项。在江
北，政务服务“一链一
方案”的出炉，以“保
姆式”的全链条服务，
解决了许多企业的当
务之急和后顾之忧。

“大热天的，陪我
们到各个部门跑流
程，真的很贴心！”日
前，宁波市天基隆智
控技术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许女士回忆起两
月前“跑项目”的经
过，仍对江北区营商
环境建设办公室工作
人员的“一对一”服务
深深感叹。

据了解，江北区
积极贯彻落实省委营
商环境优化提升“一
号改革工程”部署要
求，精准分析辖区重
点产业链政务服务需
求，通过集成事项、重
塑流程、靶向服务，订
制政务服务“一链一
方案”，助力产业链强
链补链延链。

审批窗口等待办事的市民。

宁波（前洋）直播中心运营总监王能能讲解直播电商生态产业链。

“精准画像”
助力产业链审批

新型功能材料、高端装备、高端
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业，是江北区
政务服务“一链一方案”的主要服务
对象。

“我们精准梳理分析六大重点
产业链的审批事项，将全过程共性
事项，分成开办、建设、置业、生产
等九类办事场景，梳理了224个事
项。同时，结合‘一链一方案’梳
理出47项个性化政务服务事项。”
江北区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
罗国荣介绍。

通过对企业类别及需求的科学
甄别，使得对各产业链链主的个性
化服务成为现实。“每个企业的诉求
不一样，我们提供的服务清单也各
不相同。”罗国荣表示。

江北一家企业欲在越南拿地开
厂，但遇到了政策不通、流程不明、
语言不懂等难题。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宁波市“走出去”服务联盟主动
介入，联系了在越南有投资经验的
企业主予以协助，帮助其完成了全
流程手续，成为“一链一方案”服务
链主的典型案例。

“涉及到在外投资的备案审批
流程，我们安排窗口工作人员进行
对接、服务，无论是资料准备、政策
介绍还是信息支持，都提供了无微
不至的服务。”江北区商务局外资科
（行政审批科）副科长钱婷婷介绍。
事后，这家企业还送来了锦旗表达
感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
流营商环境”，并作出了新的部署。

罗国荣认为，这就要求积极推
动实施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
策，加大对企业的服务力度，优化投
资环境——通过靶向化解诉求，给
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据介绍，除了编制服务事项，让
企业能够“一表清”，该办公室还对
每个节点的常见问题进行认证，动
态把握企业诉求并精准提供服务。
比如，自然资源规划、住建、生态环
境等部门联动开展问题研讨分析，
形成问题清单35项、针对性解决措
施20余条。

12天“陪跑”
完成2个月的流程

如今，在罗国荣的办公桌上，还
摆放着一本《江北区“一链一方案”政
务服务集成一本通》。不过，这本书
已经“过时”了。“今年更精细了，按照
六个行业细分成了6本，成为各单位
的工作指南。”

精细到什么程度？比如审批服
务全过程分解成项目论证、方案设
计等10个关键节点。而仅仅是项
目论证这个节点，就在3个审批服
务事项的基础上，梳理出增值服务
事项7个。

宁波市天基隆智控技术有限公
司（下称“天基隆”）是一家主要生产
工业阀的厂家，合作对象多为石化领
域的央企、国企。今年初，该公司新
拿了一块地，随后进入一系列审批流
程。这时，江北区营商环境建设办公
室主动联系上该公司，询问是否需要
服务支持。

“我们一直都留意着出让的土
地，主动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比
如，方案设计有没有完成？如果没完
成，遇到了什么问题，还有在后续审
批中可能遇到的情况。”该办公室政
务服务科工作人员张镇麒介绍。

“我们做企业的，跑审批这方面
确实不太懂。”工作人员许女士说，对
方上门服务，从发改立项、项目论证
等方面“手把手”地教，告知后续会遇
到的流程以及涉及到的部门、产生哪
些费用等。最后，从发改立项到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批，前后只花了
12个工作日，“如果让我们自己去跑
审批，可能得两个月。”

“简单地说，就是科学分析难点、
堵点，通过实行重点区块、指挥长扁
平化决策模式，提升审批效率。”该办
公室企业服务科科长周浩杰介绍，这
种对重点环节审批流程的“变革重
塑”也体现在促进招引落地、项目开
工和企业上市等方面。

以下两个案例或可作为佐证：年
产300万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高
端专用设备的奥玛特项目，从摘地到
开工仅用一个月；赛特威尔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仅用3个工作日，就完成之
前需15天才能办结的合法合规证明

“一件事”联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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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流程
缩短至
“一链一方案”
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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