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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土味”市集、去山里数
星星、来一场乡村夜跑……江苏
省苏州市持续打造的“姑苏八点
半”夜经济品牌，不仅拉动了城市
消费,还为沉寂的乡村带来活力
与激情。

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的旺山景
区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以农
家乐著称。苏州美丽乡村健康行
活动近日在这里启动，500 多人
披着星光开启了一场夜跑之旅。
与此同时,旺山文旅风情小镇文
创市集、乡村特色节目巡演、非遗
展示、农产品+美食等轮番上演,
不少市民、游客流连忘返。

当地还因地制宜，深挖夜经济
文化内涵,将旺山打造成涵盖吃、
住、游、购、娱、体、美等多方面的夜
经济集合地。景区内的农家乐老板
徐畅表示，“忙，并快乐着。”

旺山农家乐老板的甜蜜“痛
楚”并非个案。前不久，苏州高新
区通安镇树山村民宿老板张君在
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截图,其经
营的泊隐禅舍山居民宿8月1日
至 13 日入住率达到 76.92%。“两
个月没休息过了，连工作日都有
客人,老客户提前一周预约包场
都排不过来，实在太忙了，好想给
自己放个假。”张君说。

张君的好生意得益于7月18
日起启动的“姑苏八点半舒心夜相
伴·夜游大阳山·树山星享夜”活
动。树山村借助奇妙夜跑、夜市集、
树山宿集、露天电影、民谣音乐会
等主题活动，释放市民夜间休闲娱
乐需求。到8月底，树山夜市集、民
宿、酒店、农家乐等夜间旅游载体
共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实现营业
收入约1000万元。

最近,“行走的村落”——苏
州高新区青年农民土味市集开
市。夜市以展示青年农民风采为
特色，融合地产果物、手工艺品、
农家美食、音乐等青年土味潮流
元素,吸引辖区市民前去“打卡”，
穿越回乡村的童年生活。

苏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乡村的优势在于生态环
境好，自然资源种类丰富,民俗文
化底蕴深厚，具有城市所没有的

“土味”。苏州将抓住这股清新的
“土味”，结合科技、创意、艺术等
手段，营造丰富的夜生活生态,探
索适合乡村发展的夜经济模式，
赋能乡村振兴。

新华社南京9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刘巍巍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张超 盖博铭）科技
抗疫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
硬件等技术和产品“全球买、全球卖”。记者从中关村
管委会获悉，今年中关村论坛首设技术交易板块。该
板块“线上+线下”共汇聚 7000 余个优秀技术成果、
600 余个技术需求，以及 300 多家国内外知名技术转
移机构和服务机构。

据了解，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中国技术交易所、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等
机构共同打造了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易
综合服务平台，目前互联网平台已经上线。平台在
9 月 17 日至 20 日中关村论坛举办期间“线下+线
上”同时开市。

目前，中关村管委会联合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等单位正在筹备成立“国际技术交易联盟”。首批邀
请加入联盟的国内外技术交易机构成员单位 103 家
会员单位已通过认证，并形成《国际技术贸易规则和
技术交易生态环境建设共识》。剑桥大学技术转移中
心、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等世界知名技术转移机构加入联盟。

北京中关村打造
全球技术交易“大集”

近两年来，在全国城市营商环境评
价中，厦门市始终名列前茅。近年来，厦
门在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上，已经形
成独树一帜的探索。

让企业享受全方位便捷服务

8月28日上午，记者来到厦门市行
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市场监管部门十
余个办照窗口前，前来办理企业开办事
项的企业主们在窗口停留时间大多在
15分钟左右，几乎没有排队等叫号的情
况出现。

“针对办理营业执照等事项，我们现
在可以做到全程网办，企业主在家动动
手指，就能领取快递直邮到家的执照。”
厦门市市场监管局营商环境促进处工作
人员叶旭告诉记者，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后，厦门企业开办时限从 2018 年的 3.5
天压缩到现在的1天，大大提升了企业
主们的办事体验。

自2019年9月1日厦门引入商事登
记全流程电子化服务至今，全市新增企
业 5.9 万户，其中约 3 万户的营业执照
通过“一网通平台”办理，实现了“今日
线上提交，明日家里领照”的便捷办照
体验。

“递交26份材料、填写166项数据，
还要分别不停跑原工商、质监、国税、地
税4个部门，全部办完证件差不多要一

个多月。”回想起企业过去办理营业执照的
经历，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敏不
无感慨。

2015年，在尚未有国家顶层设计及全
国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厦门大胆改
革创新，率先在自贸试验区推行“三证合
一”改革。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
登记证的“三合一”大大压缩了企业与政府
打交道的时间成本。随后，厦门自贸片区的
经验推向全国，“三证合一”演进为涉及几
十个部门的“多证合一”，进一步提升了企
业的办证时效与体验。

给企业做“减法”的背后，是厦门市各部
门在后台做了大量“加法”。这项改革不仅要
优化整合各个部门之间行政审批的流程，还
要促进各部门之间互相联动，打掉多年积累
的“数据壁垒”。

让政务数据跑起来

如何将欠薪问题扼杀在萌芽阶段，同时
尽可能不打扰企业的正常经营生产，是各地
人社部门要破解的难题。

在厦门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指挥大
厅内，一块带有不同颜色标记的电子大屏正
在循环播放。通过大数据的实时筛查，在薪
资发放问题上存在中高风险的企业名称也
在大屏上滚动更新。

“我们与市场监管、税务、建设等部门
共享数据，可以为企业绘制经营‘健康度’

画像。”厦门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负责人纪
锡坚说，人社部门按照“不诉不查”原则，对
企业推行以服务为导向的柔性执法。

“多亏了这笔贷款，不然真的不知道该
怎么熬过新冠肺炎疫情了。”今年4月底，
看着到账的40万元贷款，厦门瑞利特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培莲长舒一口气。

瑞利特公司是一家规模小、底子薄、质押
物少的智能家居施工企业，在今年最困难的
时期，他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向全国中小企
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示范平台求助，成功申
请到了厦门的“工程信易贷”。

让政务数据跑起来，让企业在数字普
惠金融中充满获得感，厦门在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再次走在全国前
列。截至8月底，厦门企业累计向平台提交
融资需求3.54万笔，实现贷款总额741.54
亿元，平均年利率仅为5.47%。

实施99项改进任务“以评促改”

“以营商环境为切入点，推进厦门经济
特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厦门市发改委主任
张志红说，“十三五”以来，厦门对标新加坡
等国际营商环境一流城市，以营商环境倒逼
改革，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效率。

2019年，厦门对照国家发改委营商环
境评价体系，实施99项改进任务，“以评促
改”，累计推进六轮审批制度改革、三轮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审批时效走在

全国前列。
在“以评促改”这件事上，厦门刀刃向

内，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独立做营商环境
评估。“第三方评估不牵涉部门利益考量，
所以会更客观。”多次参与厦门市营商环境
评估的专家组成员、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
授熊英子表示，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可以
将过去政府部门间因利益产生“零和博弈”
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同时因为营商环境评
估涉及多个部门，且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牵
连，独立的评估报告有利于各部门进行系
统性整改。

和过去不同，厦门并没有使用诸如“满
意度”这样的指标作为营商环境的评价标
准。“站在企业的角度看，‘满意度’并不能
很好反映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时消耗的成
本，也无法给其他兄弟城市提供量化的价
值参考。”熊英子说，因此在进行第三方独
立评估时，厦门就使用世界银行的标准作
为基本评价标准。

厦门市营商环境得到了有目共睹的改
变，98%的审批服务事项实现“一趟不用
跑”，近三年新增商事主体年均增长达20%
以上。2019 年，厦门市在财政部政府采购
透明度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三，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中排名全
国第三。

新华社厦门9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康淼 颜之宏

“经济特区必须在营商环境上走前头”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厦门探索

40年前，珠海特区呱呱坠地，小渔村
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在经验、资金、技术
和人才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珠海以“杀出
一条血路”的决心和勇气，实现了经济和
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40年后，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上，在粤港澳大湾区向建成
世界级城市群目标迈进的路途中，珠海迎
来全新发展机遇。

40岁的珠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也面临城市能级量级不足和辐射能力弱
等短板。如今，“不惑”珠海坚定信念，不惧
按下“归零”键，以从头开始的魄力，在新起
点上推动“二次创业”，重整行装再出发。

杀出一条血路

85岁的摄影师李志均已经在珠海工
作、生活了60余年，他拍摄了2万多张珠海
各时期的照片，用镜头记录了这座城市的
沧桑巨变。“40年前，珠海只有一间粮站、一
家饭店、一条马路、一盏红绿灯。”他说。

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时，珠海是一个
只有36万人的边陲小镇。

40年实现辉煌发展成绩——地区生
产总值从1979年的2.09亿元，飞跃到2019
年的3435.89亿元，人均GDP从579元提
高到17.55万元。珠海从相对落后的边陲小
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花园式海滨城市。

40年闯关闯出一条新路——从开办
“三来一补”企业香洲毛纺厂、中外合作酒
店石景山旅游中心，再到创立珠澳跨境工
业区——珠海在多个经济领域敢于突破，
勇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40年里，珠海人民初心如磐，爬坡过
坎，敢闯敢试，杀出了一条血路。

珠海特区哪里“好”

“珠海经济特区好”——1984年，改革开
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踏上珠海的土地，欣然
写下的这七个大字，如同茫茫大海上的一座
灯塔，照亮珠海经济特区勇往直前的道路。

对珠海来说，这七个字是评价，更是期
待和鞭策。承载着这份嘱托，珠海要将“好”
字落到实处。

——生态人居好。
盛夏时节，香山湖公园碧波荡漾、树影

婆娑，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众多鸟类“落
户”。在香山湖公园旁的“最美婚姻登记处”，
一对对新人洋溢着笑容接过小红本，转身拍
下难忘的瞬间。珠海的空气质量长期位居全
国大中城市前列，优美的自然环境与人居环
境，让珠海成为世界认可的“幸福之城”。

——民生服务好。
中小学12年免费教育、城乡一体化全民

医疗保险、市属公园免费开放……从基础设
施建设到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
体系覆盖，珠海人在日益美好的生活中触摸
到时代发展的累累果实。

——营商环境好。
企业平均开办时间2天，“秒批”事项

165项，群众办事76个高频事项实现“全城通
办”……每一个在珠海创业和就业的人，都
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便利与高效。

其实，在40年的发展中，珠海始终面临
着抉择——速度与质量如何权衡、活力与有
序如何把握、发展与保护如何兼容、传统与
创新如何交融。

40年来，珠海没有拼环境、拼资源、拼速
度，没有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守住了
碧海蓝天下的绿水青山，成为一个发展空间
广、发展环境好、发展政策优的城市。

“回顾40年走过的路，珠海走出了一条
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道路。”珠海市委书记郭永航说。

不惧“归零”再出发

在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新研发生
产基地的建设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作业。

该公司总经理沈显东回忆，过去格力从
国外进口的数控机床，系统被设置了各种限
制，出了问题也无法自己调试，只能等国外
工程师上门。

“格力下定决心，哪怕再难，哪怕从零开
始，也要搞出自己的智能装备。”沈显东说。

2013年，格力自动化设备制造部成立，

当年研发出首款数控五轴机械手和六轴工
业机器人。2015年，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成立，至今已获得授权专利770余项，产
品覆盖10个领域，超百种规格。

格力的选择，也是珠海站在新的历史十
字路口做出新抉择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珠海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特区意识淡化、城市能
级量级不足、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和城市聚集
辐射能力弱等问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珠海需要找到自己
的时空坐标。

珠海的开发强度低，环境承载力强，这
是下一轮发展的先天优势，为将来“换道超
车”“二次创业”储备了充足的势能。

随着港珠澳大桥开通、横琴新口岸投入使
用、珠机城轨开通，珠海正从珠江口的交通末
梢变为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岸的交通枢纽。

天时、地利具备，但要将这股势能转化
为发展的动能，更少不了“人和”——干部群
众的奋发作为。

2018年以来，珠海聚焦干部作风和干事
创业精神开展专项行动，要求各级干部摒弃
小成则满、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
思想和行为，以不怕“归零”的心态重新出
发，再燃改革激情。

过去以“小而美”著称的珠海，如今立志
要做“特大高”——坚守特区精神，把城市的
能级量级做大，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珠
海将紧紧围绕“三个定位”，即珠海有必要有
条件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
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的典范，推进“二次创业”加快发展。珠
海计划到2025年常住人口超过300万人，
GDP超过6000亿元；到2035年常住人口超
过500万人，经济体量争取做到2万亿元。

“我们一定要从改革开放再出发中寻找
时代答案，锚定特区坐标，在全国全省发展
大局中有作为、有位置、有贡献。”郭永航说。

新华社广州9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

从“杀出一条血路”到“二次创业”
——“不惑”珠海不惧“归零”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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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9月13日拍摄的珠海大剧院（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