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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 报
（第 8期）

（2023年 3月 16日）

市“五型”办（市政府办公室） 签发人：涂俊炜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紧紧围

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四个必须”的重要原则，阐述

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

各级各部门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在深化企业改革、服务企业发展上下

功夫，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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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抓实干显担当 智慧政务谱新篇
——市政数局以政务智慧化推动“五型”政府建设走深走实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紧扣“项目为先、实干奋进，

争分夺秒拼经济”的主基调，市政数局坚持以政务智慧化转型为

抓手，以强化数据共享和运用为经济发展赋能，实现数据管理和

智慧政务有机结合，持续推动“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不见

面、不求人”，为经济发展释放活力、增添动力。

一、聚焦“两个化”，为拼经济注入“新动能”。良好的政

务服务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剂，市政数局紧紧扭住“一门办理”关

键，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一方面窗口设置个性化。一网涵

盖“法人、个人、老年人，工程建设、水电气、便民服务”等

14 类个性服务专区，特色事项特色办。运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开发“智能审批”“政务服务地

图”“公职律师帮代办”，组成“小赣事”服务团队，建立帮办

代办联动机制、“一件事一次办”等 8大创新应用专区。另一方

面办事路径智能化。在办事大厅建设自助政务服务专区，社保、

交警、公积金等高频政务服务实现“24小时不打烊”在线办理。

在社区、商超、银行、邮政网点投放一批自助终端服务机，如新

建区“政务晓屋”、红谷滩区“数字人”小赣事自助一体机等，

实现自助服务大厅 24小时无人智能值守。

二、围绕“三提升”，为拼经济注入“新活力”。创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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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分离”改革，建成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一是服务效能实现提

升。不断完善“赣服通”APP南昌分厅建设，推进重点领域应用

上线和接入数量，推动更多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赣服

通”市级上线 900余项事项，移动办理成为主要办理方式之一。

99%以上的事项可最多跑一次办成，企业群众跑腿次数大幅减

少，甚至“足不出户”就把事办好，1000余项事项可即来即办，

即办率 67.3%，企业群众实际办事平均跑动次数仅 0.34次。二是

“就近办”可办事项提升。梳理出两批共计 176项“就近办”政

务服务事项指导清单，推出全市政务服务地图（1994个点位），

并在全市全面推广政务服务事项“就近办”，打造 15分钟政务

服务圈，截至 2月底，全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公安

派出所、银行网点已办理“就近办”事项共计 175069件。三是

惠企政策覆盖面提升。全省第一个市县两级全覆盖上线“惠企

通”平台，注册用户突破 19 万人，全市惠企政策实行“免审即

享、即申即享、承诺兑现”三种方式兑现，惠企资金平均 0.5个

工作日拨付到位，累计 8236家企业无感直接兑现资金 29亿元。

三、力争“四目标”，为拼经济注入“新引擎”。印发实施

《南昌市数字政府规划建设方案》，助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

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

赋能。一是数据共享高效赋能。非涉密政务系统应上云率达到

80%，政务服务电子证照用证率力争达到 75%以上，政府部门电

子印章覆盖率达到 95%。推动政务数据资源“应归尽归、开放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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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推动城市交通、城市管理等公共数据归集，归集数据中开

放比例力争达 60%，基础共享库数据鲜活率力争达 80%。二是

政务服务更加智慧。推动“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更加好办易办，“零跑动”覆盖率达到 90%以上，“免证办”突

破 800项，除涉密事项外，力争全部实现“网上可办”。三是城

市治理精细智能。推进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协同治理，“一

网统管”系统应接入率力争达到 80%以上，实现城市资源高效配

置及联动协同，推动城市治理更加精细智能。四是政府效能大幅

提升。赣政通南昌分厅市县乡村四级组织覆盖率力争达到 95%

以上，日均用户活跃率力争达到 70%以上。深化党政机关、政务

服务等电子文件归档，归档率力争达到 80%以上。

精准服务出实招 助企纾困促发展
——市中小企业局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就发展民营经济发表重要讲

话，重申党和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并对民营经济

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寄予殷切期望。我国广大中小企业主

要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 99%以上是中小企业，二者互为主体。

市中小企业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加强服

务体系建设，持续优化发展环境，推动全市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创新活力和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在 2022 年工信部开展的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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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环境评估中，南昌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 11位、前移 3位，

为历年最好成绩。

一是当好改革员，完善机制助企。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

“一号改革工程”，健全完善服务机制，凝聚工作合力，激发市

场主体发展活力。市委高规格成立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

小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组长，23个市直单位作为成员，

定期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研究部署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重要事项。夯实服务力量，顺应全市机构改革，市、县（区）两

级均组建中小企业服务局，搭建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服务体

系。优化政务服务，协同市直部门建设企业服务平台，开设“惠

企通”专区，全市 132条惠企政策均线上发布，我局通过“免申

即享”方式兑现奖励资金 4744万元，大大提升了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获得感。

二是当好服务员，贴心扶持暖企。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为广大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提供“妈妈式”服务。积极开展中小

企业服务月和“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对全市 300多家

优质中小企业、基地、平台开展“特派员”挂点帮扶。发挥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作用，为 10 万余家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提供数字化升级、创业培训等服务。引注金融活水，创新“企业

点单、政府跑腿、银行服务”工作模式，打响“融资直通车”品

牌。举办产融对接会 46场，近千家企业参加，达成贷款意向资

金总额 97.12亿元；健全企业“白名单”，与银行精准对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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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昌银行共对小升规重点培育库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发放

贷款 229.26 亿元。聚力培育“小升规”，坚持一企一策、精准

扶持，2022年度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293家，创近年来新高。

三是当好指导员，加快创新强企。聚焦数字经济“一号发展

工程”，推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转型升级，走专精特新发展之

路。出台《关于支持优质中小企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平台、创业创

新基地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推动落实《南昌市为“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召开全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

坛，开展数字化转型专项线上培训，积极营造创新创业氛围。通

过积极培育辅导，2022 年度我市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10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22 户家、专业化小

巨人 16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4家，均居全省第一。积极组织开

展第七届“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我市 3个项目在

省决赛中分获一二三等奖，其中 1个项目荣获全国总决赛企业组

三等奖，是 2022年度全省唯一、我市近年首次。

四是当好调解员，减负纾困惠企。聚焦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

用心用情用力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推动各县区在政

务服务大厅设立中小企业服务窗口，提供解读惠企政策、涉企事

项办理指引、推送企业维权渠道等服务。协同市直有关部门优化

完善四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融合企业诉求解决、在线咨询、

政策兑现等多项功能，打造 12345市民热线总客服，整合企业权

益维护渠道，建立起线上、线下全覆盖的投诉受理转办、处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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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全闭环机制。开展全市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

动，累计清偿自查件和投诉件 147 件，清偿账款 2.56 亿元，切

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五是当好宣传员，推动政策进企。健全完善中小企业发展政

策体系，出台《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

加大帮扶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等一揽子惠企

政策。开展立体化宣贯，线下召开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政策落

地现场会等，超 400家企业参加；线上采用录制视频和实时直播

等方式深入解读政策，其中“春雨润苗 扶微助企”4期直播活

动浏览量达 3.1万人次。开设了“洪城政策通”线上专栏，构建

“惠企政策+实施细则+解读指南”三合一宣传渠道，建立起覆盖

超 15万家企业的宣传网络，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政策知晓率明

显提升。

红谷滩区：“建渠引水”
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实现新突破

红谷滩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

动指南，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围绕建设忠诚型、服务型、

担当型、创新型、过硬型的“五型”政府目标全面发力，以“打

头阵、当先锋、作表率”的雄心壮志，构建“园区＋政策＋基金”

的扶持企业上市新模式，实施助力企业上市融资的“四个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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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政策，大幅提升融资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顶层设计，绘好企业上市“新蓝图”。一是“全方

位”做好关键奖励工作。积极推出企业上市扶持新政。筹措多项

资金用于奖励首次上市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以激

励推动企业上市融资；对于进行再融资的上市企业，按募集资金

的 2‰奖励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二是“全过程”

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对投资符合红谷滩区产业发展导向项目的上

市企业及“新三板”挂牌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用地指标；

对上市及拟上市企业、挂牌及拟挂牌企业涉及的土地使用权证、

房产证办理以及开具无违法违规证明等事项实行“绿色通道”制

度。三是“全天候”跟进重点企业上市。深化与江西联合股权交

易中心合作，依托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进一步强化后备企业孵

化和培育，加快推进优质企业股份制改造和挂牌；制订《红谷滩

区推进企业上市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红谷滩区拟

上市企业认定及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企业上市协调和服务机

制；强化优质上市后备企业的遴选以及辅导工作，建立全区拟上

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和中介服务机构库（券商库），充分借助专业

机构力量，适时开展资本市场培训、交流和辅导，扩大上市企业

的“示范效应”。

二、坚持专业运营，建好企业上市“蓄水池”。一是释放“加

速器”制度红利，加快优质企业引进落地。红谷滩区政府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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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与浙江一亿中流集团合作，共同建设全省首个企业上市加速

器——南昌·一亿中流企业上市加速器，同时多措并举，强化要

素保障，优化投资环境，加快优质项目引进落地。目前，一亿中

流上市加速器园区一期入驻率已达 95%以上，正筹备两万方二期

项目场地。二是健全“加速器”工作机制，持续丰富招商服务手

段。加速器成立以来，秉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特色化运营”

的原则，不断优化功能和空间布局，积极通过园区招商、以商招

商、产业链招商、资本招商等方式加快推进招商进程。截至目前，

一亿中流上市加速器引进企业 26 家，其中中国 500 强子公司 2

家、潜在瞪羚企业 1家、规上企业 5家、拟申报规上企业 5家，

入驻企业 2022年度实现营收近 10亿元，税收可达千万元。三是

完善“加速器”高标配套，实现企业培育全程无忧。积极依托一

亿中流集团全要素生态联盟，制定从商学社群到战略定位、到资

本赋能、到产业链接、再到上市加速全程服务赋能服务体系。目

前已对近千位本土企业家进行商学培训，年举办上市专题辅导活

动十余次。

三、借力资本赋能，打造企业上市“引水渠”。一是建立私

募股权基金库。针对红谷滩区现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及其管

理基金进行摸底，建立红谷滩区千亿私募股权基金库。目前库内

持牌运营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共计 18 家，累计管理基金产

品 99只，基金产品规模近千亿元，并向金杜鹃资本等投资机构

推荐多个优质项目。二是用好现有引导基金。红谷滩区于 2020



- 10 -

年与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南昌市政投资集团等共同合作发起

成立红谷滩航投誉华基金，通过基金投资的手段，精准投向重点

产业，通过资本引入优质的高新技术拟上市企业。目前，基金参

与投资的 3家北京、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均已落户红谷滩区。三是

筹建区级上市基金。与浙江一亿中流集团积极商洽，建设专业化、

市场化基金队伍，针对数字经济、VR/AR、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

业的初创型及成长型企业进行投资，积极引导区外优质企业落地

一亿中流企业上市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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