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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A 

西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签发人：段重利  

 

市审批函〔2020〕9号 

 

 

关于对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 0129 号建议的复函 

 
罗莹代表： 

您在西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

《关于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几点建议》（第 0129 号）收悉，由

市行政审批局、市发改委分办。在此，非常感谢您对我局工作

的关心和支持！现就该建议相关内容的办理情况做如下答复： 

一、建议办理情况 

收到建议后，我局高度重视，结合工作实际，对建议内容

进行了专题研究。我们认为，该建议反映的问题准确，原因分

析到位，提出的意见建议合理，为我们下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借鉴。对所提出的具体

建议，我们全部予以采纳。 

二、“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满意度”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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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情况 

近年来，市行政审批聚焦优化我市营商环境，紧扣“一网、

一门、一次”改革和打造“审批项目最少、收费标准最低、办

事效率最快、服务水平最优”的“四最”西安品牌，行政审批

和政务服务改革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效，企业群众办事满意度

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 

（一）大力推进 24小时全天候自助服务。市级、各区县和

开发区政务大厅自助服务区相继建成投用，全市在企业、居民

密集区投放工商、税务、社会保障等自助服务设备 600 余台，

打造“24 小时自助信包箱”，成为西安市深化 24 小时全天候自

助办的新模式。一是对市级政务大厅自助服务区进行提升改造，

设置综合自助终端机 7 台，同时引入公积金、人社、银行、征

信、交管等自助设备 8 台，实现 7 种证明线上自助打印，进一

步方便办事群众。二是推广国际港务区“24 小时自助信包箱”

经验做法，在市级政务大厅投入自助信包箱 3 台，目前正在筹

划实现新城、碑林、莲湖等城六区政务大厅信包箱服务全覆盖，

形成与市级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信包箱服务网络，为全

面实现“全城通办”“零跑路”提供有力支撑。通过主城区试点

探索模式和积累经验，为下一步信包箱服务面向全市大范围推

广奠定基础。三是推进自助终端机向镇街延伸，形成市、区县、

镇街三级自助服务网，实现群众办事 24小时全天候“自助办”。 

（二）持续推进“15 分钟政务服务圈”建设。一是市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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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明确目标任务。2019 年，我们出台了《打造城市社区“15

分钟政务服务圈”实施方案》《西安市基层便民服务中心（站）

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从建设目标、机构设置、场所建设、运

行模式等 8 个方面提出建设标准。今年，我们围绕“全市再打造

30 个示范镇街和 40 个示范社区”的目标任务，印发《关于进一

步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建设标准化便民服务站点的通知》，

按照镇街、社区数的 50%比例，精心打造一批标准化便民服务站

（室）。二是强化改造提升，建设标准化站点。在去年打造标准

化站点的基础上，今年以来，指导各区县、开发区持续推进“15

分钟政务服务圈”标准化站点建设工作，如，指导雁塔区对等驾

坡、电子城等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进行扩容；指导西咸新区高桥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完成改造，已投入运行，能够办理 103 个事项，

三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投入使用；指导周至县哑柏镇新区社区、

楼观镇新镇社区便民服务室完成了提升改造，实现了两个社区的

居民 15分钟步行便可办理社区公民个人事项的服务目标，等等。

三是规范统一标识，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根据省政

府办公厅《关于统一全省政务服务形象标识和实体大厅名称的通

知》的要求，指导各区县、开发区按要求抓好落实。市本级政务

服务形象标识和实体大厅名称已于 5月 1日完成。18个区县、开

发区，103 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已完成政务服务形象标识和实体

大厅名称统一。 

（三）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一是加强在线平台



 — 4 — 

系统开发建设。去年 11月，我市 “一网通办”平台上线测试运

行，到目前为止，平台总体运行较为平稳，服务功能正在逐步完

善。提供 5种服务引导方式（事项性质、服务对象、实施主体、

服务主题、服务层级）；实现 7 种证明（个人四险参保证明、企

业四险参保证明、医保卡余额查询、西安市不动产登记簿、西安

市房屋情况查询结果证明、西安市住房情况查询结果证明、西安

市房屋登记记录情况查询结果证明）线上自助打印。截止目前，

平台注册量 39.7万，累计办件量 9.8万件。2019年 8月，“i西

安”政务服务 APP上线运行。集成公交卡、日常缴费等 178项办

事功能，实现“掌上办”“指尖办”。截至目前，市级政务服务事

项网上可办率达 91.9%。二是加强惠企政策落地支撑。疫情期间，

围绕落实“市委市政府“送政策送服务送保障”三送活动任务以

及企业复工复产相关政策要求，在西安政务服务网开通“支持复

工复产”专题模块，上线市区两级疫情防控期间优惠政策 69条，

政策落地流程 7个，并向 48130家企业定向推送涉企优惠政策；

积极对接市发改委，在政务服务网上线“三个经济”企业政策申

报系统，开通申报反馈渠道，支撑惠企政策落地兑现。疫情以来，

市区两级政务服务大厅采取线上办理、预约办事、上门服务等方

式，全力满足企业复工复产和群众办事需求，市区两级累计办件

达到 530 万件。市政务大厅通过开辟“绿色通道”、网上预审等

方式，累计为 92个市级重点项目办结审批事项 44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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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出“一件事一次办”主题服务。一是制定《“一件

事一次办”主题服务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年底，在全市层面

统筹推出 100个以上“一件事一次办”主题服务；2021年底，与

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高频事项基本实现“一件

事一次办”。二是截至目前，已在西安政务服务网推出 66个“一

件事一次办”主题服务（比如，“我要开小超市”主题服务，市

民群众扫二维码直接获取所需材料、办理流程、办事地点等信息，

提交有关材料后，牌匾标识备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等 5个事项

“一次受理、一次办结”），从 5 月 12 日到 7 月底，全市累计办

件 1.42 万件。三是聚焦公民个人全生命周期，先期推出了新生

儿“出生一件事”主题服务,实现了出生医学证明、落户登记、

医保参保、预防接种 4 个事项“一次受理、一次办结”（公民个

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涉及出生、教育、就业、创业、结婚生育、

退休、终老 7个阶段 112个事项，今后我们将逐项研究探索，成

熟一项、推出一项）。初步统计，通过“一件事一次办”系统集

成，可实现减材料 30.6%、减跑动 75.1%，压缩办理时限 50%。 

（五）着力提升政务服务宣传力度。一是扎实开展网上宣

传。紧紧围绕我市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有关工作，及时总结提

炼我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改革创新亮点，通过门户网站、“西

安发布”“西安政务”微信公众号和各类新闻媒体，对我市“放

管服”改革、“一件事一次办”“15 分钟政务服务圈”建设、“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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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政务服务”等相关政策、措施、成效进行宣传解读，提高

社会我市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认知度、认可度、满意度。二

是强化宣传工作培训力度。召开全市行政审批服务系统宣传工

作培训会，明确宣传导向和工作重点，邀请西安日报社首席记

者张端、华商报社团委书记李俊杰就宣传工作作专题辅导，提

升我市审批服务宣传工作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三是举办“全市

审批服务改革现场观摩会”。5 月 27 日，组织各区县、西咸新区、

各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及政务服务“改革体验官”，对阎良区、航

空基地政务服务中心，未央区张家堡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等 4 个

点位进行了现地观摩，在全市行政审批服务系统营造了改革创

新、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围绕优化我市

营商环境，打造“四最”西安品牌，重点做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是持续做强“一网通办”平台。加快西安政务服务网迭

代更新，推进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确保市、区县、开

发区两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90%以上。完成“好差评”

系统线上线下全面铺设。 

二是全力推进“一件事一次办”系统集成改革。年内在全

市推出 100 个以上“一件事一次办”主题服务，实现更多审批

事项从“能办”向“好办”转变。 

三是加快推进“15分钟政务服务圈”建设。围绕“全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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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30个示范镇街和 40个示范社区”的目标任务，按照镇街、

社区数的 50%比例，再精心打造一批标准化便民服务站（室）。

年底，再打造一批学有榜样、干有方向、赶有目标的示范站点。 

四是持续加强政务服务宣传工作。不断完善政务服务宣传

工作的机制建设、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及时总结提炼我市行

政审批和政务服务改革创新亮点，加强与中央和省、市宣传网

信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建立纵横交错的“宣传网络”，多平台多

维度进行宣传报道，传播西安政务“好声音”，全方位展示行政

审批和政务服务系统的良好形象。 

 

 

 

西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0年 8月 19日 

（联系人：马雨青      电话：8678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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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

提案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