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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推行“首席服务员”工作机制——

全流程引导帮助企业群众办理业务
通讯员 李云 高帅 记者 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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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延川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办事
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探
索推行“首席服务员制”新模式，在县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服务专区、不
动产登记专区、税务专区、医保专区、
公安专区、养老保险专区、水电气专区
等选聘法律法规最熟悉、政策落实最
精通、审批业务最懂、为民服务意识最
浓的业务骨干作为“首席服务员”，不
断优化内部审批流程，全流程引导企
业群众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真正实现

“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并
审批”。

延川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以群众和

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先后制定并出
台了《延川县政务服务中心“首席服务
员制”实施方案》《延川县政务服务中
心首席服务员管理办法》，围绕首席服
务员的职责权利和义务、选聘条件和
管理、监督与评价等多个方面作了详
细规定，为推行首席服务员制度奠定
扎实基础。

与此同时，该局进一步强化窗口
审批授权，确立由首席服务员代表所
属部门直接履行授权范围内审批事项
的审批职责。通过打破行政职级，赋
予“最专业的人最高效的审批权”，以
最大限度压缩审批过程中层层汇报请
示、逐级领导签发等传统流程，实现审

批效率的最优化。
目前，企业开办、职工正常退

休（职）申请等 136 项行政许可及
便民服务事项纳入《首席服务员审
批事项清单》。

按照标准统一、服务一致的原则，
首席服务员对政务服务制度规范、业
务办事指南、技术操作流程进行全面
梳理，形成了包含制度规范标准化、事
项服务指南标准化、“一件事一次办”
主题式服务指南标准化的“标准化+
政务服务”体系，让“软”服务有了“硬”
指标，为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了“标准
化”模板，审批效率进一步提高。

该局还建立跨部门工作协调联动

机制，由本单位首席服务员牵头驻厅
其他首席服务员进行协调解决，强化
各方部门责任，靠前服务、并联审批，
不断提升服务质效。不动产查询登
记、查封登记，企业及灵活就业人员参
保、转移、退休等业务均实现一窗受
理、一日办结。

在创新制度、提升效能的同时，延
川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不断提升为民服
务水平。

该局对首席服务员实行“好差评”
管理，梳理“正反”两本台账，每周回访
通报，实现“收集问题—解决问题—跟
踪问效”闭环管理。并完善考评机制，
从规范服务、业务技能、工作实绩等方

面强化窗口人员管理，实行“日巡查、周
点评、月排名、季通报、年总结”考核评价
机制。

据了解，延川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每
月评选“红旗窗口”3个，“服务之星”3
名，张贴于“营商环境比拼台”，牢固树立
比学赶超、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鲜明导
向，充分激发首席服务员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全力提升服务水平。

“我们将持续深化首席服务员工作
机制改革，不断将服务事项扩面增效，同
时积极探索出台更多行之有效的改革举
措，简化审批流程，减少办事环节，助推
延川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延川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局长杨家利说。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通讯员 马倩）
夏季傍晚时分，橘色的晚霞映红半边天，
延川县路遥广场的地摊经济也随着霓虹
灯的亮起而热闹起来，套圈游戏、石膏娃
娃染色、DIY手链、非遗漆扇……令人目
不暇接。

在形形色色的商贩中，一群年轻的大
学生格外抢眼，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地摊经济带来了人气，也为自己步入社会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小摊主梁娟就是其中一位大学生，就
读于西安城市交通学院。暑假前夕她就
和朋友商量，利用假期摆摊赚点零花
钱。一番考察研究后，她们决定做石膏
娃娃染色生意，便购买了相关的工具和
商品，将小摊儿支了起来。一转眼，她的
摊位已经营了近一个月，每天都按时按
点开张营业，这也让她的假期生活过得
分外充实多彩。

“路遥广场很热闹，每天晚上来这里
的人很多，我们的生意还可以，每天过得
挺开心的。”梁娟一边说着一边热情地招
呼前来的顾客。

近期，延川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以为
民办实事为出发点，多举措助推“地摊经
济”有序发展，专门设置了“大学生假期体
验摊点”，开展大学生夜市“练摊”社会实
践活动。暑假以来，不少大学生前来摆
摊，有经营冰粉、冷饮等美食的，也有出售
项链、发簪等饰品的，还有销售手工DIY
的创意作品，多元化、个性化的摊位不仅
受到居民群众的欢迎，更展现了大学生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夜市经济注入了青
春活力。

“我们将继续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
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
为第一标准，当好‘服务员’‘店小二’，探
索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举措，以有温度
和人情味的执法，让地摊经济的烟火气
更浓。”延川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队长白
军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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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区年产3万吨腐竹
加工生产项目（一期）投用

日产腐竹30多吨，已带动就业300多人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刘振振）夏日
争朝夕，企业生产忙。在安塞高新区食品
生产加工产业园年产3万吨腐竹加工生产
项目的车间里，100多条腐竹生产线加速
运行，30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手工捞
制腐竹，通过传统工艺和先进设备，利用热
能蒸汽的方式，将黄豆转化为高附加值的
腐竹产品。

依托当地高温蒸汽资源，安塞区引进
建设年产 3万吨腐竹加工生产项目，打造
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带动全区农
业产业升级、农民稳步增收。

据了解，工厂的一半技术工人都是来
自河南的腐竹加工厂，技术精湛。生产中，
他们手把手给安塞本地工人教学腐竹制作

技术。
“在这里工作，既学到了手艺，又有了

稳定的收入。”安塞工人张调调说，“对于
一个家庭主妇来说，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平
台，我们工资现在每个月 3000元左右，如
果学会做腐竹，工资能达到每月 7000元
左右。”

车间负责人介绍，为保证品质，这里的
腐竹生产和晾制全部采用传统工艺。

来自河南许昌的工人刘君说：“手工制
作，主要就是要掌握好锅上的温度和浆的
稠度。黄豆是纯天然的，做出来的腐竹筋
道，特别香，是炒菜、涮火锅的必备食材。”

安塞区年产 3万吨腐竹加工生产项
目属全国较大规模的腐竹生产加工基

地，占地 110亩，总投资 1.1亿元，建设腐
竹生产线 220条，利用热能蒸汽 35万吨，
项目已于今年 7月份建成投产，由延安美
恒旺达食品有限公司负责经营。产品主
要通过线下批发、线上销售，销往全国各
地，并出口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预计
每年可实现产值 6.9亿元，缴纳利税 4000
万元以上，带动 1000多名当地群众就近
就业。

延安美恒旺达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
金龙介绍，目前项目一期试运营腐竹生产
线110条，每天消耗黄豆40多吨，生产腐竹
30多吨，已带动就业 300多人。预计 12月
底项目二期设备全部到位后，带动就业将
达到1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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