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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原区桐柏路
街道创新实施“加减”工作法，
通过政策赋能做“加法”、企业
负担做“减法”，着力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政策赋能做“加法”，激活
发展强引擎

街 道 创 新 构 建“ 精 准 推
送—高效兑现—实时反馈”的
政策赋能闭环体系，让政策红利
充分转化为发展动力。在供给
端，街道搭建起“线上+线下”立
体宣传矩阵，依托微信公众号、
企业服务群实时推送政策资讯，
结合线下宣讲会、入企解读等形
式，推动政策从“企业找政策”向

“政策找企业”转变，确保政策红
利精准触达每一家企业。在落
地端，组建“政策速达”专员队
伍，建立“申报—审核—兑现”绿
色通道，精简流程、压缩时限，让
企业更快享受到政策实惠，打通
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在反
馈端，街道建立了多维度的企业
反馈渠道，通过线上服务平台、
线下走访、定期座谈会等多种方
式，及时收集企业对政策实施过
程中的意见和建议。

对企业反馈的问题，街道
实行“首问负责制”，一跟到底，
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真正实现以政策“加法”激活高
质量发展“乘数效应”。

企业负担做“减法”，跑出
发展“加速度”

桐柏路街道以“减法”服务
为抓手，着力破解企业发展中
的堵点痛点。在审批服务上做
减法，推行“极简审批”，通过

“一表申请+并联办理+容缺受
理”模式，实现“数据多跑路、企
业少跑腿”，大幅提升企业办事
效率。在要素保障上做“减
法”，设立企业服务专员制度，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简化流程、
提供精准服务等措施，提供用
地、用工、融资等“一站式”解决
方案，降低企业获取关键要素
的成本和难度，切实解决企业
要素需求。

在企业协作上做“减法”，促
进产业链协同发展。街道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梳理辖区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绘制产业图谱，定
期组织企业开展供需对接会，降
低企业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沟
通成本和交易成本。通过全链
条、多维度、深层次的“减负”组
合拳，街道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真正实
现让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
本报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李冰妍 卢佳琦

巧做“加减法”
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本报讯（记者 张朝
晖 通讯员 许莉萍 王梦
毓 徐少杰 文/图）近日，
2025中国休闲旅游大会在
厦门召开，位于中牟新区
的 建 业 电 影 小 镇 入 选

“2025年城市旅游休闲集
聚区创新十佳案例”，成为
河南唯一入选景区。中国
旅游研究院评价其“集电
影艺术、大众娱乐与休闲
生活于一体，为游客提供
融合节庆、演艺、市集于一
体的多元文化体验，成为
郑州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作为“城市旅游休闲
集聚区”在中原地区的典

型实践，建业电影小镇突
破传统景区“观光打卡”
模式，构建起“电影场景
即生活空间，文化体验即
消费内容”的新型文旅生
态。它既是“兼具历史与
艺术性的沉浸式剧场”，
通过百年商埠复原、太极
文化活化等场景让中原
文明可触可感，也是“主
客 共 享 的 全 时 段 生 活
圈”，从白天的换装穿越、
非遗手作到夜晚的光影
大秀、演艺互动，实现“游
客即剧中人”的深度参
与，同时更是“郑州文旅
新地标”，凭借多次权威

媒体曝光，将中原文化推
向全国视野。

这种创新实践，本质
是将“旅游城市”的单向输
出，转化为“城市旅游”的双
向共鸣——游客不再是文
化的旁观者，而是通过《穿
越德化街》的家国叙事、

《一路有戏》《戏精请就位》
的角色互动，成为中原故
事的“参演者”与“传播
者”。数据印证着这一模
式的生命力：自开业至
2024年底，建业电影小镇
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
次，2025年五一假期单日
最高客流超4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王军方
张国庆 通讯员 倪永真 王
瑞龙 文/图）日前，惠济万
达 广 场 变 身 欢 乐 亲 子 乐
园。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河南省计划生育协会
主办的“普惠托育，科学育
儿”2025年国际家庭日主题
活动暨河南省托育服务宣传
月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由
18家优质托育机构组成的

“育儿服务集市”格外引人注
目，各机构纷纷展示特色课
程、育儿理念和优质服务，吸
引了上千名市民驻足。

“这个活动对我帮助太
大了！我正愁不知道怎么
给孩子选托育机构呢。活
动让我一次性了解这么多正
规又优质的机构，还学到了
好多科学育儿知识。”带着
孩子的年轻妈妈李女士说。

现场，戴着奶爸腰托的
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的爷
爷奶奶，穿梭在各展区间咨
询、了解情况。

“我们年轻时哪懂什么
托育，孩子都是散养的。”66
岁的李大妈在育儿展板前
感慨。她的儿媳刘女士立
即接过话茬：“现在可不一
样，0至 3岁是黄金期，必须
科学养育，托育不但能减轻
家人的负担，还能缓解育儿
焦虑。”

托育一直是热点民生
话题，0至3岁婴幼儿照护是
职场年轻父母的“刚需”。目
前，惠济区提供托育服务的
托育机构和幼儿园共64家，
托位数已达到3019个，普惠
托位数 2793 个，普惠率达
92%，解决了许多年轻双职
工家庭的后顾之忧，同时对
全市具有借鉴意义。今后，
惠济区将持续扩大普惠托育
服务供给，普及科学育儿知
识，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
担，加大宣传力度，为辖区
群众提供专业、规范、普惠
的托育服务，让更多家庭享
受“家门口的优质托育”。

本报讯（记者 郭涛 通
讯员 李绍光 戴春阳）“打了
个电话，临时用地手续就办
下来了，太感谢你们啦。”昨
日，新密市袁庄巴达食品公
司负责人来到新密市城运中
心表达感激之情。

“有疑难问题，打电话
12345。”在新密城乡群众中，
这不仅是一句流行的口头
禅，更是新密市各级政府部
门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务
服务的一个重要举措。

为了群众和企业办事更
便利，今年以来，新密市新型
智慧城市运行中心积极创新，
打造出新密市综合型一体化
运行模式的“12345 便民热
线”。该政务服务热线运用大
数据，衔接各市直部门力量，
紧密与乡（镇）、村相连，并与

全市1.08万名网格员联结，构
筑“横到边，竖到沿，无空当”
的网络体系，凝聚成强大的办
事合力，切实打通便民服务

“最后一公里”。
快速服务企业。只要企

业有需求，热线就会对企业
投诉采取“一站式”服务。一
人从接电话记录到反馈结果
负责到底。4月初，曲梁镇一
耐材企业负责人拨打“12345
热线”，反映下水道堵塞严
重，同时附近道路已出现多
处坑洼，存在安全隐患。曲
梁镇热线工作人员收到工单
后，立即分派至所在行政村，
村党支部书记组织网格员第
一时间到现场查看。由于企
业附近有两个停车场，管道
和路面问题存在已久。随后
网格员通过入厂宣传、张贴

公告等形式征求各方意见，
同时与职能部门多方对接协
调。在镇政府和交通运输局
督促下，上下合力跟进处置，
最终圆满解决了这家企业的
诉求。

立足民生化难点。对群
众的反映和投诉，热线工作
人员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分
发，第一时间督促，强化数据
分析能力，提高办事效率。
截至目前，通过热线化解了
污水外溢、道路坑洼、旅游纠
纷、消费投诉等8个方面的热
点问题，200多个老问题得以
解决。这不仅提升了问题解
决的质效，还激发了基层办
理的活力。据统计，今年以
来，热线接受反映问题 3000
多件，办理满意率99.63%，受
到广泛好评。

新密利用大数据强化政务服务

“12345便民热线”
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

电影小镇上榜
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创新十佳聚区创新十佳
是我省唯一入选的景区

力争让3岁以下婴幼儿托得好
惠济区托育普惠率达92%

游客在观看演出

家长在咨询托幼事项家长在咨询托幼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