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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莹

　　今年以来，张家楼街道深入贯
彻落实新区“创新突破年”部署要
求，不断深化作风能力建设，畅通企
业联动渠道，优化党政领导包企业
分工制度，靠前做好企业服务，帮助
存量企业解难题、破困局，用心用情
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据了解，张家楼街道线上依托

“企业微信”，开发企业问题反馈平
台，及时解决企业的诉求；线下发挥
好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小站的功能作
用，为企业联系政府共商问题、共谋
发展打造阵地。今年以来，该街道已
为企业解决增资扩产、用工招聘等
难题59个，护航企业良性发展。
　 同时，张家楼街道全面做好政
策保障，用好用活新区政策，帮助企
业量体裁衣；深化“企业家服务日”

活动，开展街道对企岗位“晒照亮
相”活动，实现政府服务效能全面
提升。
　　此外，张家楼街道还盘点街道
资源，梳理资源“一纸通”，以“走出
去”招商、以情招商、以商引商为抓
手，吸引企业项目来此投资建设；落
实项目“一对一”“一对多”跟踪服务
机制，实施挂图作战，确保落户企业
从项目招引、施工建设到项目投产
全过程高效推进，强化“招落建投”
跟踪服务力度。
　　据统计，一季度，张家楼街道共
服务保障VOCs环保科技等7个新项
目落地开工；保障智能微电机等8个
项目竣工；规上工业产值稳定增长，
增速预计可达40%以上；批零住餐、
服务业等各行各业营业收入额均增
长迅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同
比增长30%以上。

张家楼街道———

畅通企业联动渠道
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本报记者 梁玉鹏
　　本报通讯员 高萍

　　山东管网东南干线天然气管道
工程是国家天然气互联互通重点工
程，也是山东省能源发展规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东南干线建成并通气
后，将成为全省能力最强的管道，能
够满足沿线群众清洁取暖需要，保
障冬季天然气调峰需求。
　　记者从六汪镇了解到，东南干
线途经该镇线路长度约15千米，涉
及法家庄、下河山、前立柱等10个村
庄，占地650.14亩。为确保东南干线
六汪段按期完工，该镇全力当好服
务项目建设的“店小二”，为项目建
设广开绿灯。
　　据悉，六汪镇乡村规划建设监督
管理办公室积极与建设方、施工方对
接，协调沿途村庄开展前期报地工作

和入场放线及地面附着物评估等工
作。在地面清偿工作中，该办公室协
同各村委会开展入户宣传、实地测
量、签订协议、征地补偿等工作，并多
次召开工作动员会和座谈会，耐心细
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详细讲解
地面清偿、征地补偿政策及标准；加
强与施工单位的沟通对接，在保证
项目正常推进的同时，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关切的问题，确保群众利益
不受损，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经过努力，六汪镇乡村规划建
设监督管理办公室已全部完成地面
清偿工作，保障了山东管网东南干
线天然气管道工程顺利推进。目前，
项目施工方在六汪段的施工已完成
70%，后续六汪镇政府将继续做好配
合及协调工作，对项目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第一时间跟进、协调解
决，确保项目顺利完工。

六汪镇———

全力当好“店小二”
服务保障项目建设

主动为民简单办

　　怎么办理取水许可？这是很多企
业群众在初次接触取水许可时会产
生的疑问。
　　为此，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以问题
为导向，以宣传服务理念、展示办理
流程为切入点，制作通俗易懂的动画
版“涉农小顾问讲堂”推广取水许可
视听版“办事指南”，针对前期咨询量
大、易出错的问题进行视频解答，由
被动咨询转变为主动解答，由“群众
多次咨询”转变为“群众一看就懂”。
　　同时，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还创办
线上跨空间的部门集中办公区———

“涉农服务小顾问”政务服务平台。
“平台邀请区城管局和水务公司工作
人员入驻，协同解决涉农跨部门、跨
行业、跨领域综合性问题。通过该平
台，办事群众可足不出户享有点对点
客服解答、审批材料线上预审、电子证
照线上发放、法律法规直播讲解、提
前远程场所踏勘指导等一系列政务
服务。”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涉农事务
科负责人张玲妮说，该平台解决了企
业群众多头咨询、多次补正、审中整
改、踏勘不过等问题，利用远程协同
办公功能在线解决乡村振兴中产业
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复杂问题。
　　截至目前，“涉农服务小顾问”政
务服务平台共解决取水许可复杂问
题100多件，并通过线上点对点，面对
面进行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和讲解
1000多次，完成500多个电子取水证
照送达等工作。

优化服务立即办

　　为给企业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
政务服务，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还优化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审批模式，实行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表、报告书
分类管理制度。针对年取用地表水20
万立方米以下，以及日取用地下水
100立方米以下的非高耗水、非高污
染行业自备水源的建设项目，实行水
资源论证报告表备案承诺制，不再组
织技术审查，由行政审批部门直接审
批；推行区域评估告知承诺制，符合

区域评估报告及审查意见的园区内
取水许可项目不再进行技术审查，直
接审批。目前已有青岛自贸片区、青
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园）、灵
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董家口化工园
区等4个园区进行了区域评估。
　　对需要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的建设项目，细化和明确技术审查标
准，将技术审查时限由10个工作日压

减至5个工作日（不含报告书修改时
间）。推出取水行政许可审批“立即
办”；取水许可申请（变更、注销）事项
实行“马上办”，由原来的3个工作日
压减至“立等可取”“当场拿证”。申请
人提交申请后，材料齐全且符合相关
规定后，在受理当日出具审批决定，
实现审批流程最简化。

靠前服务集中办

　　2021年10月，新区完成纸质取水
许可证存量数据转换电子证照工作，
标志着新区取水许可证全面进入电
子化时代。
　　“取水许可电子证照是国务院确
定的首批高频推广应用电子证照之
一，也是水利部门首个行政审批电子
证照。”张玲妮说，电子证照的应用推
广可实现取用水单位和个人线上申
领取水许可证，同时也将显著提升水
资源监管能力。
　　据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涉农事
务科全体工作人员历时2个月将全区
有效期内的纸质取水许可证全部生
成电子证照，归集入库，对取水许可
电子证照系统中出现的各种证照数
据问题进行排查修正，对系统中过期
失效的电子证照，协调区城管局下发
许可证过期失效告知书、制作现场笔
录、封井拍照等，并在系统内注销，进
一步做好对取水工作的实时动态更
新工作。
　　另外，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和区城
管局还密切协作，按照“谁取水谁办
证”的原则，对照普查明细查漏补缺，
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农业灌溉取
水和农村饮用取水安全工程取水许
可办理工作；以行政村为单位，给全
区1500多个小型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等按照取水用途补办了取水许可证。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多措并举优化取水许可审批，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

“取水”这件事，在新区越来越简单
　　□文/图 本报记者 陈蔚

　　实施取水许可审批是为了更好管理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
源，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
为取水许可审批服务的“第一窗口”，近年来，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从方便企业群众、增强服务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出发，创办线上跨
空间的部门集中办公区“涉农服务小顾问”政务服务平台、制作通俗易
懂的动画版“涉农小顾问讲堂”推广取水许可视听版“办事指南”、完成
纸质取水许可证存量数据转换电子证照工作，多措并举将落实水资源
管理制度融入“证照分离”改革简化优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工
作中，进一步方便了企业和群众办理取水许可审批。

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指导群众办理取水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