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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生态旅游放异彩
通讯员 陈阳 张莹 石柳山

汉滨：“小窗口”服务“大民生”
实习记者 张君 通讯员 黄涛

区政务服务中心在推行标准服务中，严格要求
进驻大厅的部门单位和工作人员按照“一件事一次
办”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等推行精细化、亲情化、标
准化服务，精简压缩事项材料、办理环节 、办理时
限、跑动次数，坚决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才能高效
便捷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 “以前办食品经营
许可证、营业执照，我得找不同的人审签，要跑好几
趟，时间全都浪费在路上了。现在全部一站式办理，
我在家里上网申请好，拿着资料来到办事大厅窗口
审批，一天就办出来了，太方便喽。 ”周女士拿着营
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感慨地说。

前后用时不到 3 分钟，李先生就拿到了临时身
份证，李先生高兴地称赞道：“这么快就拿到了临时
身份证，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让我们感到分外舒
心。 ”因外出务工前来办理边境证的刘先生特别开
心，“工作人员很会为我们办事群众着想，服务态度
也好，办事更方便了。不再需要往返户籍派出所、公
安局、政务大厅多次跑路，今后在政务大厅便可一
站式办结。 ”刘先生忍不住夸赞道。

该局以为群众办实事为出发点， 系统谋划，深
化“放、管、服”三管齐下，对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
理，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成本，做到要件最
精、环节最简、时限最短，从根本上提高行政审批质

效。同时对标先进地区理念，围绕省内领先的目标，
把行政审批工作推向“深水区”，制定了《审批工作
运行规程》， 明确了行政审批的基本规则、 工作规
范、操作流程，创新推出“就近办、简化办、舒心办”
的服务举措。

数字是枯燥的，却能说明实绩。 上半年累计接
待群众 13 万人次， 受理各类审批服务事项 9.6 万
件，按期办结率 100%，群众评价满意率 98.4%；完成
交易项目 8 项，中标价合计 5570 万元；办理热线工
单 1.4 万件，按期办结率 100%，回访满意率 94%，为
全区交出了一份提气振神、 令人满意的成绩单，群
众和市场主体的便利感、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1 “一次办”跑出“加速度”

上班时间没空办、下班时间没处办，是最为困
扰群众的难题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政务服务质量
和效率，最大程度地利企便民，让企业和群众少跑
腿、好办事， 该局大力推行网上预约服务、延时服
务等便民举措。 确保延时服务期间工作不断、服务
不减、标准不降。

汉滨区对政务服务大刀阔斧整合实现 “网上
办”服务，实现了从“好办”到“办好”的转变。 “不用
跑窗口，不用跑部门，自己在网上就把事情办了，”
个体工商户雷虹高兴地说，“现在申请营业执照如
此便捷，真是省钱又省力。 ”

该局自启用市场主体注册智能化开办系统以
来，推行无纸化、零见面、全程网办登记注册模式，
实现个体工商户开办“秒批”，持续推进市场主体登
记注册便利化。

汉滨区政务服务中心加强便民服务宣传推介，
展示便民服务百事通， 真正让群众明白 “去哪办”
“办什么”“怎么办”。 如今，在该中心申请人只需到
一个窗口，即可办好所有事项，实现了复杂事项办
理“一次办成、一窗办好”。

“若不是窗口工作人员灵活处理，我们公司很
可能会错失发展良机。 ”今年 5 月，外地来安康投

资的一家企业负责人李先生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送来一面锦旗。每一面锦旗，每一封感谢信，背
后都有感人的故事。让群众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
让政务服务更多惠及群众。 该局积极推进“一件事
一次办”，截至目前，编制“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清单
100 项；梳理汉滨区“四级四同”政务服务事项共计
1740 项，其中“网上办”事项 1495 项，网上可办率
为 92%，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流程“一网通办” “一
网办好”。

2 “不见面”服务“全在线”

服务质量好不好，改革成效如何，以群众满意
不满意评价为标尺。 是该局深入践行“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的重要举措。

为找出“堵点”“痛点”，从源头抓整改，进一步
推动办事流程优化再造、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政务
服务质效提升，该局制定了《汉滨区“走流程、坐窗
口、优服务”活动实施方案》，以办事群众和工作人
员身份，进大厅、坐窗口，通过“走流程、解难题、优
服务”行动，聚焦群众最盼、最急、最优、最烦等问
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局长杨恒军带头示范， 以工作人员身份在 1 个

小时内受理办理了汉滨区港深滨江尚城幼儿园设立
审批事项， 幼儿园法人陈先生说：“没想到这么快就
办完了审批手续， 审批局工作人员办事效率太高
了。 ”

今年以来，该局共安排活动 19 期，已组织开展
活动 9 期，23 个单位 28 名科级领导以群众身份“走
流程”或者以工作人员身份“坐窗口”，及时发现问
题积极整改，倒逼窗口服务提升，转变作风干部。 获
得群众一致好评： 领导干部亲自坐窗口为群众服
务，有问题可以直接反映，解决问题也更速效便利。

持正向激励，创先争优实行“月月奖”。 为加强

进驻窗口的规范化管理，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
量，政务服务中心制定出台了考核办法，建立月度
考评制度， 及时评选优秀窗口和优秀工作人员，并
举行颁奖仪式，为优秀窗口颁发“流动奖杯”和奖
状。 组织开展向模范学习活动，并将所有月度优秀
窗口工作人员在大厅主电子屏上进行展示，营造争
先创优浓厚氛围。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服务为民利企的道路
上永无止境。汉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将以更加务实
的作风，不断创新服务理念，以更优的举措回应“民
之所需，民之所盼”！

3 “体验办”倒逼新作为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厅办”“一网通办”“一窗受理”……原来要几头跑
的事儿，现在只需跑一次，为汉滨政务服务中心点赞! ”日前，来到汉滨区政务
服务大厅，办事的市民胡兴晨由衷感叹道。

汉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切实把“服务态度最好、服务
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优”作为窗口服务标准，创新服务举措，推进政务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政务服务由“复杂繁琐”向“简便快捷”转变，全力当
好“店小二”，为汉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行政审批服务人的力量。

近年来，岚皋县以加快文游深度融合为主抓
手，围绕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坚持旅游先行 、“一
号工程”和“首选产业”，以发展“旅游强县”作为
重要内容，推陈出新、砥砺前行，夯实发展基础、
蓄积发展后劲 ，助推乡村振兴 ，在文化兴 、产业
兴、乡村兴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并全面打造具有
文化底蕴、文化特色的旅游大县。

抓牢防控保安全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面对多点频发的
国内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岚皋县严格按照
中省市县防疫部署要求，多次召开会议传达各级
疫情防控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职责，细化分工，
夯实责任，牢牢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在全面筑牢疫情“防线”的同时，推动经济运
行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县文化和
旅游广电局（县文化馆、图书馆）迅速行动、紧急
部署、扎实推进，组织安排专人不间断就全县宾
馆酒店、农家乐、文娱场所、文化场馆、景区景点
及旅游项目工地疫情防控及安全生产等工作提
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督促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做好防疫物资储备，
完善细化应急工作预案，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文旅力
量。

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应急广播、各经营单
位 LED 屏、 走访入户等形式向群众宣传疫情防
控、 防电信网络诈骗等相关政策和预防常识，进
一步提升群众防疫、反诈意识。 督促各企业、经营
单位严格人员出入管理、员工健康监测、个人防
护、测温扫码、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守好疫情防
控底线。

多彩活动迎客来

“我是在岚皋旅游微信公众号上看到的巴山
大草原要启动帐篷季，通过照片和视频觉得这里
很美，就带着家人孩子来转一转，看看属于咱们
安康人的大草原，让孩子也能走出空调房、远离
电子产品，感受和亲近一下大自然。 ”来自安康的
游客李先生开心地说。 夏季的巴山大草原草木茂
盛，气温却凉爽宜人，游客们在风景如画的巴山
大草原上，以草地为床、天空为被、帐篷为房，在
翠绿的草地上，一起体验露营帐篷的欢乐时光。

为积极宣传推介岚皋旅游， 岚皋县相继成
功举办 “欢乐戏雪 ”巴山湫池 、“游巴山画廊·品
岚皋味道 ” 美食大赛 、“欢鼓新时代·喜迎二十
大 ”民俗展演 、“拜水祈福 、爱谁泼水 ”等民俗文
化活动；聚焦春节、五一、端午等节假日，文旅主
管部门和相关镇联合策划 “抓鱼大赛 ”、插秧比
赛、篝火晚会等参与性活动；通过举办安康春来
早、陕西春茶、云游安康、走进重庆等推介会，同
时启动 “欢乐之夏·岚河漂流畅游季 ” 和 “2022
中国·安康 （岚皋 ）巴山大草原帐篷露营季 ”，聚
焦人气、提振消费。

据统计， 岚皋县成功打造 AAAA 景区 1 个
（南宫山）、AAA 级景区 3 个（千层河、杨家院子、
巴山珍稀植物园）、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2 个（宏
大、天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 个（天坪）、省级
特色旅游名镇 2 个（南宫山镇、四季镇）、省级乡村
旅游示范村 5 个（宏大、龙安、花里、桂花、天坪）、
省级旅游度假区杨家院子、旅游特色重点村 20 余
个,有效促进文旅行业稳经济大盘工作，提升了岚
皋知名度和影响力。

夜游体验成“新宠”

进入夏季， 多样的夜间消费活动不断丰富人
们的夜生活。 岚皋县的“桥文化”夜经济成为当地
提升城市活力、拉动消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岚皋以城市地标景观廊桥惠民， 搭建河两岸便捷
道，持续推进“桥经济”项目建设，通过打造精品
“桥文化”，发展夜间经济产业链，重振城市街道消
费活力。

“近年来，岚皋县结合当地文化特点，沿岚河
为主线，以两岸绿化为块面，以景观廊桥为点，将
点、线、面有机结合起来，对县城河堤、休憩长廊及
旅游步道进行了全面改造，向百姓呈现水清岸绿、
景美桥靓的夜间城市秀丽风景线。”岚皋县文化和
旅游广电局局长郭国平说。结合本地特色，岚皋县
充分利用现有文化场馆及广场设施， 开展市民喜
闻乐见的夜间文化演出、节日庆典演出等，鼓励引
导中心城区各大型商超、超市、餐饮门店将线下实
体营业时间延长至 22 点以后，将夜文化融入老百
姓的生活之中，打造夜间经济产业链。

“节假日期间，我们店的日营业额高达 5000
余元，日均客流量高达 100 余人，店内的本土家常
菜、烧烤、烤鱼等特色菜肴受到当地群众及外地游
客的一致好评。 ”廊桥二楼马氏烧烤薛先生说到。
廊桥现有商铺 20 余家、夜市店铺 30 余家。

据悉，为提升城市形象，丰富群众夜间生活，

提高夜间经济发展，现修建打造“山水岚皋”景观
桥、溢河网红桥、莲花古渡、画舫游船，打造特色化、
品牌化“岚皋夜经济”地标。同时，围绕罗景坪片区，
打造夜间经济圈， 同步规划了县城美食一条街、购
物一条街等特色街区建设，进一步促进自然生态与
消费业态有机融合，繁荣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潜力，
提升城市活力，努力形成更多经济增长点。

文旅融合添动力

岚皋生态好、环境美、资源丰富，岚皋县立足
资源禀赋，将 “旅游强县”作为重要内容，坚定不
移做优“一心”，即高标准建设县城规划区；做强
“两核”，即做强南宫山景区、神河源———千层河两
大核心景区；做靓“三线”，即东线以南宫山南北二
线为主连接蜡烛山至北线瀛湖， 打造山水文化环
线，南线以杨家院子为主至神河源、千层河，打造
大巴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森林康养度假区，西线以
全胜寨至堰门红军道， 打造红色文化及寨堡文化
环线；做美“六区”，即着力打造四季“巴山样子·杨
家院子”旅游休闲区、南宫山———孟石岭古梯田农
耕观光体验区、城关———佐龙山水区（岚河漂流、
蜡烛山、汉江水、金珠岛水上乐园）、滔河中医中药
康养区、民主———大道硒谷区、石门横溪—官元大
巴山国家森林康养度假区。

为进一步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 助推乡村振
兴 ，岚皋县聚力打造县城旅游 “会客厅 ”，通过
“走出去+引进来 ”的方式 ，进行 “旅游推介+招
商引资+特产展销”的捆绑式宣传 ，采取 “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向广大游客积极推介
岚皋，结合 “文化+资源+活动 ”“宣传+服务+项
目 ”等融合形式 ，建设打造 “小而精 、小而美 、小
而富”的生态旅游型集镇。随着自驾游、乡村游、
短郊游成为热门旅游出行方式，节假日期间，以
南宫山为主的各类景区纷纷开展文旅节庆和趣
味活动，以丰富游客体验为核心，积极打造一批
旅游打卡地 ，累计新建民宿 35 家 ，建成省级精
品旅游线路 2 条。

旅游搭台、文化唱戏，结合送文化下乡等契
机，将传统的文化资源送到基层一线，让非遗文
化最大可能地得到传播和发展 。 6 月底该县隆
重举办“欢鼓新时代·喜迎二十大”民俗展演，12
个镇的干部群众自编自演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民
俗展演活动，《晓道竹马》《雄狮献祥瑞 》《岚河采
莲船》 等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表演让传统文化
进一步发扬光大， 网络直播观看和参与人数突
破 300 余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