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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中心、“最多跑一次”⋯⋯长三角地区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新招

不断。但以往，这样的新招大多局限在各自行政区域之内。

如果不出省，想要在浙江办上海的，或是在苏州办上海的政府服务事项，那简直像一个空想。2019年11月1日，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以来，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都在优化各自的政务服务，努力实现

“一网通办”。

很多个跨区异地首单服务事项由此诞生，长三角“一卡通”的未来梦想正在一步步走近现实。

长三角示范区内尝试一网通办

诞生多项首单服务

跨省办事：
从面对面到肩并肩

“长三角理想图”“长三角理想图”

本报记者 吴秀笔 文/摄

示范区内异地办证，莫雪峰有幸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示范区内异地办证，莫雪峰有幸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面对面变肩并肩
坐在一起给你把事办

时隔将近10个月之后，莫雪峰再度走进嘉善县

市民服务中心，他一愣：怎么原先的柜台拆掉了！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场景：

不同于传统的办事窗口，服务人员不再端坐在柜台

里面，拒人以柜台之外，而是柜台侧过一个亲和的

45度角，将人迎入其间。

在服务人员的边上，放着一把椅子，外来办事

人员，可以坐在服务人员的边上，肩并肩地看着他

（她），为你在电脑屏幕上处理事务。服务人员还

会不时地向你询问，你轻声地予以回答。这场景

仿佛是少年时的同桌共学，也仿佛是熟识的好友

相谈。

莫雪峰是歌斐颂巧克力小镇有限公司总经理，

去年7月，总部设在嘉善的公司，想在上海开设连锁

门店。但要跑去上海办理各种事项的奔波麻烦，他

想想都头大。

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知道，嘉善县市民服务

中心开设了“长三角一体化企业开办服务区”，人不

用再跑去上海青浦，就可以直接办理企业异地设立

的相关手续。

果然，他提前在网上填好上传材料后，就凭着一

张身份证件，在服务区办理了经营住所位于“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首张营业执照，并一

次性领取了由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管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在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成立歌斐颂巧克力（上

海）有限公司的开办事宜，就这么办妥了，办理流程

前后用了不到两个半小时。

当时，莫雪峰打听过，“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成

立前，如果要跨省办理营业执照，最起码也要花一天

时间。去外地的话，还要带很多的证件、公章。

嘉善县市场监管部门派驻市民中心的受理员茅

一帆，印证了莫雪峰的说法，“过去三省市之间数据

联网前，异地办证很麻烦。我们看不见跨区域相关

机构的系统和信息，即使有心也无能为力。”

莫雪峰这次过来接受采访，又一次看到了新的

变化。

昔日的“长三角一体化企业开办服务区”已升级

为“长三角一网通办专窗”，专窗集市场监管、税务、

公安等多部门于一体，可以办理青浦、吴江等地企业

开办、税务登记等事项。

“利用五一假期，我们市民中心在无差别全科受

理的基础上，完成无柜台改造。针对跨省事项办理，

实行一站式、集成式、保姆式服务。”嘉善县市民中心

副主任费捷解释了拆掉柜台的初衷，“越来越多的业

务部门派出受理员来充当跑腿员，让政务业务办理

由你来办变为帮你办。”

企业从苏州迁到上海
一天一个窗口就搞定

苏州吴江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北侧，放置

的一排落地式自助“一体机”异常醒目。

点开页面，不动产登记证明、参保证明、户籍证

明等事项的打印，以及社保查询、公积金账户查询、

办事预约等，长三角一体化各类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一目了然。

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在

自助“一体机”上办理着业务。

这是吴江、嘉善、青浦三地联合研制的自助通服

务机，以破题示范区政务服务自助通办。目前三地共

投放了近200台，其中，吴江区投放119台，主要投放

在公共场所、商业综合体，实现24小时不打烊。

一机可办三地事。在自助通服务机上，758 项

事项都可以实现异地自助通办，市民不出省就能办

外省事。疫情之下，显得更为安全和便利。

这样的便利，企业是最大的获益者。

5 月 13 日，苏州石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

股东干晨亮，来到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在“长

三角示范区服务专窗”递交了公司迁移变更材料。

他原本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以应对繁琐的办事

流程。没想到，就在下午，企业的代理人就在上海市

青浦区市场监管局领到了上海石磊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的营业执照。

这是吴江发出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企业跨

省迁移的第一单。

吴江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赵小华说，在“企业跨

省迁移一件事”改革前，企业如果要跨省迁移，需要

来回奔波于迁出和迁入两地，要跑行政审批和市场

监管、税务、银行等至少 8 个部门。一番周折，一般

需要花15个工作日左右。

现在通过长三角服务专窗，示范区内企业迁移

变更、税务迁移、银行开销户、公章注销等在一个工

作日内就可以完成。

数字一体化加速
一网通办力争变“一卡通”

一年来，青浦吴江嘉善三地每月定期开展联系

交流，推进跨区域资源共享互认，三地政务服务一

体化进一步加速。

5 月中旬，三地深入探讨企业开办“一件事”通

办等机制创新，以进一步强改革破壁垒。

费捷介绍，以企业跨省迁移为例，三地加强部

门协同，再造办事流程，为企业梳理了企业跨省迁

移一件事各部门所需材料清单，实现了企业线下只

进一扇门、一个窗口办。

利好还在继续。吴江正在推进示范区“一件

事”改革，重点实现青吴嘉三地企业开办一件事通

办，营业执照、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税务登记异地

一窗办理。

“一件事”流程完结后，迁移企业不仅可以少交

表、少跑路、少折腾，且原有纳税信用等七类资质信

息、增值税进项税留抵税额等三类权益信息可承继。

“推进三地‘一网通办’以来，现已梳理各类事

项38项，并形成了一批‘网上办’‘不见面’‘就近办’

的高频便民惠企服务清单。”赵小华说，目前已梳理

出三地在资质、企业经营许可方面等 21 项共有事

项，确保在年底全部实现互认。

打破区域数据壁垒，长三角异地医疗资源也走

向“互联互通”。如今浙江省共有457家医疗机构开

通长三角异地就医，异地就医人员通过“浙里办”手

机客户端或当地医保中心进行备案，即可在长三角

相应统筹区的医疗机构，实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

医疗、交通、文旅、养老⋯⋯民生各个环节的一

体化，让老百姓尽享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红利。数字

一体化正加速消除长三角民生服务供给差距。现在

还需要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窗口办理异地事项，以

后“一卡通”实现后，就可以真正一卡走遍长三角。

嘉善县市民服务中心内的“长三角一网通办专窗” 原来的“面对面”变成了“肩并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