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记者 苑立立

“前期工作函取得，施工意见登记
函取得……”2 月 23 日，容西片区 A 单
元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通过“一会
三函”审批。审批仅用了 14 个工作
日，为项目开工节省了不少时间。

“一会三函”，即召开会议集体审
议决策，取得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函、设
计方案审查意见函、施工意见登记
函。通过“一会三函”审批，项目即可
开工建设。自 2019 年以来，推进“一
会三函”审批试点，一直是新区建设项

目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也是打
造“雄安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

今年，雄安新区明确要全面提升
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效率，压缩项目审
批时限，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为切入
点，实行极简审批，并实现建设工程全
生命周期最优、最简、最快的审批服
务。目前，项目立项到开工建设审批
时限压缩至30个工作日内，特别是“一
会三函”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 14 个工
作日内。

针对按照“一会三函”审批开工建
设的项目，新区行政审批中心都要积
极提醒项目负责人“以函换证”，对项
目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三合一”电子证书，推动实现“一书三
证”和“一会三函”全流程在线审批。

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陈
卫告诉记者，审批时限越短，企业办事
效率越高。为此，他们充分发挥“一会
三函”优势，落实“三集中、三到位”，审

批人员全部进驻政务服务大厅，严格
执行“一个窗口接收、一个平台受理、
一个图章审批”的一站式审批流程。

精简行政许可事项，也是压缩审
批时限的重要一环。目前，新区本级
先后承接省级行政许可事项343项，基
本实现“雄安事雄安办”。按照“分级
分权，属地管理”原则，下放三县 89 项
新区本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企业群
众“就近办”。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
权改革模式，划转集中新区管委会各
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启用“河北雄安新
区行政审批专用章”，真正实现“一枚
印章管审批”。

一枚印章

近日，办事人在雄安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的窗口前办理业务。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样本故事

3月22日，记者一走进雄安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办事大厅，工作人员边震很快就迎上来询
问，“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大厅内稍显安静，只见一些人正在综合窗
口、自助办理区以及自助办税区域办理业务。
即使窗口没人办理业务，工作人员也都在专心
致志地盯着办公电脑。

“95%的业务实现了网上办理。”边震告诉
记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互联网+政务服
务”模式的推广，总体业务量不降反增，只不过
是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

要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新区公共
服务局市场主体准入组副组长高松至今还清晰
地记得，2019年1月1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察看服务窗口，了
解雄安新区深化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打造服务

型政府工作情况，充分肯定雄安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推行“一枚印章管到底”全贯通服务的做
法。总书记指出，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
务信息联通共用，提高政务服务信息化、智能
化、精准化、便利化水平，让群众少跑腿。

高松说：“总书记充分肯定了我们‘一枚印
章管到底’全贯通服务的做法，并对我们的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这更加激发了我们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开拓创新的强劲动
力。”

今年以来，雄安新区进一步加强作风建
设，努力打造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服务最优的
“雄安服务”品牌，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服务保障能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新区建
设发展。

“企业变更（备案）登记实现了全
程电子化审批，部分事项在办理过程
中，不需要工作人员参与。”3 月 9 日，
来自中浩华众创空间河北雄安有限公
司的张扩办理好企业变更（备案）事
项后兴致勃勃地说。

据张扩介绍，当天他打开河北省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点击相
应页面，并填好申请更改事项，确认提
交，不到一分钟，页面便出现已完成
结果。

这个审批模式是“企业变更（备

案）秒批承诺制”，简称为“秒批”。日
前，雄安新区印发《雄安新区企业变更

（备案）秒批承诺制工作方案》，在企业
注册信息联通共享的基础上，对企业
变更（备案）登记传统申报方式进行探
索和创新，在告知承诺基础上对审批
流程优化，实现秒批。

与此同时，全省首创企业变更（备
案）登记全程电子化系统正式上线，助
力新区进一步精简企业准入注册审批
流程，打造“零跑腿、不见面、智能审、
无人批”的政务服务新模式。

“新区这一创新举措，极大便利了
企业变更（备案）登记业务办理，标志
着新区政务服务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迈
进。”陈卫告诉记者。

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加快推
进“一窗通办”，对全部行政许可事项
一窗受理。积极推进新区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实现政务服务事项95%以
上网上可办。全力推进不动产登记

“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实现不动产登
记 24 小时不打烊，办理时间压缩至 3
个工作日。提升智慧办税水平，搭建

24小时办税服务渠道，简化退税资料
传递，平均办理退税时间缩短 40%
以上。

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
上线“政通雄安”APP、运营微信公众
号“政通雄安”……雄安新区公共服
务局市场主体准入组企业登记工作
人员文慧介绍，不仅是体制机制的
顶层设计，在技术上，他们进一步
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提高政务
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便利
化水平。数据显示，2021 年 1 至 2
月，新区本级新设企业 220 户，通
过“全程电子化”零见面方式办理
196家，占比89%。

近日，叶紫嫣从北京来雄安新区
注册一家经营财务类业务新公司。

“听说雄安新区为北京前来注册落户
的企业开辟了绿色通道，却没想到比
想象得还快。”在体验到雄安新区政
务服务中心的办事效率后，叶紫嫣特
别开心：公司一天内就完成了在雄安
的注册。

优质服务得到了越来越多北京高
端高新企业的认可。文慧告诉记者，
目前，已有一批北京企业在雄安新区
注册，主要分布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
域。除了很多知名央企相继在新区成

立子公司积极布局外，像中关村的千
方科技、寒武纪等民营企业也在新区
落户。

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
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着力提升政务
服务能力，为北京疏解企业落地提供
更多便利，优化北京企业迁移流程、允
许符合条件的北京迁入企业保留原名
称、允许符合条件的地址开展“集群注
册”，打造承接疏解一流营商环境。同
时，对非北京企业严格产业准入履行

“一支笔”审批，持续优化市场主体结
构和质量。

“让北京企业留得住、发展好，就

是我们的初衷。”陈卫表示。
今年，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加

大“京津冀+雄安（3+1）”政务服务跨域
通办力度，正在试行北京与雄安新区

“跨省通办”相关业务办理工作。
“京津冀区域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专区”已正式上线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已经专门开
设“雄安新区服务窗口”。北京、天津
以及河北其他地方的政务大厅分别
开 设“ 京 津 冀‘ 一 网 通 办 ’综 合 窗
口”，实现共计 60 项异地政务服务事
项咨询、收件、发证等服务，在北京政
务 大 厅 可 以 直 接 办 理 13 个 雄 安

事项。
雄安新区提出，将持续加大

帮办服务力度，大力推行服务承
诺制、首问负责制和限时办结
制，实行全程帮办。搭建企业
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政策
检索、订阅、匹配服务，主动精
准推送政策。实施惠企政策

“免申即享”，对企业提出申请
的惠企政策，合理设置并公开
申请条件，简化申报手续，实
现一次申报、快速兑现。截
至 2021 年 2 月底，新区本级
企 业 共 3716 户 ，内 资 企 业
3628 户，外资企业 34 户，其
中 北 京 投 资 来 源 的 企 业
3225户。

政务服务事项95%以上网上可办

为北京前来注册落户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近日，雄安智绘未来科技园，人们在等待数字交通自
动驾驶车。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向阳摄

□河北日报记者 苑立立

作为智能城市基础设
施的重要组成，雄安新区
区块链的开发应用一直在
悄然进行，从基础架构的
搭建到应用落地的牛刀小
试，无不昭示打造“智能之
城”的雄心抱负。

那么，区块链如何植
入到数字雄安的每一个环
节和角落？3月 23日，雄
安区块链实验室副主任李
军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70后李军，曾是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
级工程师，一直致力于计
算机技术领域科研工作。
因缘际会，2018年他以行
业专家身份，被邀请参与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区块链
技术应用项目，自此便与
新区的区块链运用发展结
下了不解之缘。

“以区块链为代表的
新技术已成为信息基础设
施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
新基建的重要组成。”李军
认为，区块链与城市操作
系统一样，将作为智能城
市的基础设施嵌入到数字
雄安建设发展的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角落。而雄安
新区也将把区块链作为核
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大投入力度，
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区块链凭借多中心化、不可篡改、可编程等
技术特点，成为智能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石。”
李军对此深信不疑。

区块链对于雄安来说，是一个机遇。雄安新
区规划纲要提出，超前布局区块链、太赫兹、认知
计算等技术研发及试验。

雄安新区设立之初，就确立了要建设数字孪
生城市，建设数字智慧之城。中国没有哪一座城
市如雄安这般重视区块链。从建设的第一栋楼、
种下的第一棵树，到每一位参与建设的农民工工
资，区块链深度融入城市的建设发展，致力于穿透
项目的每个层级。

“如何推动区块链在雄安规模化落地？”李军介
绍，大力营造创新容错发展环境，深耕探索区块链
应用发展，在探索中实现区块链技术创新突破。新
区在推动协同攻关、加快推进核心技术突破方面，
集聚国内区块链顶级研发力量，共同开发区块链自
主可控底层系统。

在这种背景下，2019年 3月 31日，一个公共
的、开放性的雄安区块链实验室应运而生。实验
室的揭牌成立，意味着雄安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实
践正式进入组织化、规模化落地阶段。

与此同时，实验室还聚集了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
科研院所，吸引了工银科技、建信金科、中国电科、
启迪数字等科技领军企业，以及众享比特、趣链等
区块链初创企业，推动新区站在了区块链发展的
前沿，并有了向世界技术顶峰发起攻坚的信心和
实力。

雄安区块链发展，必须有技术的“东风”。
2020年，雄安城市计算（超算云）中心开工建设；
雄安区块链底层系统（1.0）正式发布，意味着国内
首个城市级区块链底层操作系统开发完成并投入
使用。

雄安区块链底层系统（1.0）的发布，对于雄安
新区建设意义重大，它包含两大创新架构、9项关
键技术和5类应用场景，对雄安技术和产业发展、
数字城市建设起到重要支撑。李军告诉记者，“在
这个意义上，它既是坚实的技术‘底’，也是智能城
市的‘穹顶’。”

李军认为，随着新区区块链建设的推进，未来
区块链在雄安将作为一项城市基础设施为各企业
及机构提供服务，实现各方信息的“拎包入驻”，更
有利于雄安新区吸引优势企业入驻，打造紧跟数
字经济时代发展浪潮的区块链新城。

他表示，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就是资源。作为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雄安有着鲜明
优势，未来随着各类资源要素的聚集，各种行为会
产生海量数据，而这些数据就是一种重要资产。

“雄安新区发力区块链基础设施建设实质上就
是建立一个新型智能城市的‘数字压缩泵’，把各种
各样的数据信息流进行处理，形成一个高浓度的数
据资产，并借此迸发出能够辐射全国的区块链技术
优势。”李军解释。

在李军看来，新区要不断持续拓展“区块
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推动区块链底层技术和
智能城市建设相结合，不断探索城市建设、管理、
服务的新理念、新路径和新模式。

目前，区块链技术手段运用已经渗透进雄安
新区各行各业。下一步，新区要以标准研究制定
和成果转化为重点，持续深耕技术创新，研究制定
区块链标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完备的区块链
技术标准体系。

建设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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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三函”审批压缩至14个工作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