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持续构建辖区人才集聚
生态、宣传落实市区人才政策，8月4日
下午，五里堡街道依托新联会主题教育
活动和“瑞光夜市集”空闲摊位，采取人
才交流场景与夜生活场景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人才政策和就业创业政策宣传，
吸引了周边青年人才前来“赶集”。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毕业大学生
等青年人才，积极搭建辖区内特色化、多
方联动人才平台，在瑞光创意工厂设置
人才政策宣讲流动摊位，通过“送政策上
门”宣传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讲解创业个
人补贴、青年人才创业支持，全方位为就

业服务“聚人气”，让政策宣传“接地气”，
优秀人才在深度体验文创市集的同时，
能够充分了解郑州市人才引进政策及相
关优惠政策。

人才夜市集活动的开展，融合着青
年热衷的文化、科技、美食、娱乐社交等
元素，打造了青年人才的社交聚集地。
下一步，街道将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才政
策宣传活动，增强人才服务工作的针对
性，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美好二七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刘瑞静 文/图

搭建人才夜市集 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今年3月以来，侯寨街道用
心用情打好“机制、培育、服务”三张牌，
推动辖区人才发展再上新台阶。

打好“机制”牌，增强人才发展原动
力。街道对照人才工作目标台账，全力
摸底数、明需求、送服务。3月份以来，
街道党工委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涵盖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人才
留郑政策集中宣传、助推青年人才创新
创业等各项任务清单 4大类 12项，实现
工作量化、任务到人。包村科级干部带
队对所辖村（社区）、企业进行全面宣传、
调研及统计梳理工作，不断更新完善“乡
土人才库”。

打好“培育”牌，增强人才培育驱
动力。对辖区 16家企业建立引才企业
名单，联合企业推动大学生实习工作，
以企业作为中间平台联系高校，实现

政企联动、企校联合的引才链；联合侯
寨老镇区项目公司中建七局，为来自
郑州及周边地区的 20余名高校师生搭
建实践交流平台。此外，侯寨街道还
结合产业发展和辖区就业需求，先后
在侯寨社区、尖岗村、刘庄村等村（社
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5 次惠及 212
人，着力提升青年人才职业技能水平
和就业创业能力。

打好“服务”牌，增强留才安才向心
力。街道联合辖区房地产企业保利上城
举办“郑青春郑美好”青年人才置业团购
活动，同时与辖区华侨城、爱妃堡婚礼艺
术中心、保利上城等多家企业联合举办
交友联谊活动4次，参与人数达到230余
人次，给青年人才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增
强对辖区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记者 景静

提效率：把“不能办”变成“能办成”

5月，多名学生家长反映称孩子中
招报名，需三日内提交在郑缴纳一年以
上的社保证明，自己已交过社保，但因系
统升级查不到缴纳信息，无法开具证
明。二七区立即召集教育、社保、税务多
部门协调解决问题，最终，学生顺利完成
升学报名。

为让企业和群众都能“办成事”，二
七区在政务服务中心专门设立“办不成
事”反映窗口，提供兜底服务。窗口设立
以来，先后受理跨省办理、申请证件、登记
注册、社保医疗等各类事项30余件，办结
率100%，有效为企业和群众纾难解困。

敢担当：把“没人办”变成“我敢办”

为提供更优质的政务服务，二七区
制定完善容缺受理、告知承诺、免证办等
机制。

6月，二七区政务服务中心收到一
封来自福建省诺奇股份有限公司的感谢
信，原来是该公司因业务需求，需要对全
国分公司进行注销，但总公司公章无法
外带，导致部分需要现场填写的材料无
法盖章。前来郑州办事的公司人员以为
要无功而返时，二七区政务服务中心采
用了“容缺机制”受理了其办理事项。审
批完成后，把办结文件“包邮”给该企业。

整资源：把“不好办”变成“办得好”

二七区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推进跨
部门、跨层级、跨领域“主题一件事”，让
“不好办”的事办得又快又好。

“我要设立公司，想着得跑好几天，没
想到一进到二七区政务服务中心，就有
工作人员迎上来帮我讲解流程，最主要办
事效率特别高，为他们点赞！”前不久来服
务中心办理营业执照的苏女士称赞道。

二七区不仅在政务服务中心设有企
业服务专区，还在“二七商圈”和二七经
开区设有惠企专厅，提供企业开办、税务
登记、职工参保登记等一条龙服务，企业
“一门一次”办结所需业务。

用真情：把“不知怎么办”变成“我
来帮您办”

小窗口、大服务；小事情，暖人心。3
月，一位到大厅办事的李大爷说要办理
居民养老，缺份材料，但具体材料名称记
不清楚了。窗口工作人员立刻联系街道
社区，顺利开具了社保完税证明。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二七区发生，
“人民帮办员”帮助市民孙先生联系周
口社保删除重复信息，成功异地办理社
保；出入境工作人员函调核实户籍信息，
跨省办理护照……每一位二七工作人员都
用他们的行动诠释着“来二七，帮您办”。

本报讯 7月28日上午，二七区工信局
“首席服务员”到企业开展走访帮扶活动。

“首席服务员”先后来到郑州名扬窗
饰科技股份公司、郑州九天工贸有限公
司、联东U谷工业-总部港等企业和项目
施工现场，就企业智能车间、技术中心实
验室建设、项目设备投资等相关扶持政
策进行面对面讲解和答疑，引导鼓励企
业加快推进智能制造，指导企业申报市
级企业技术中心，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存
在的问题、做好项目服务。

“我们企业刚刚进行了搬迁，购买了
中心实验室设备，想建设市级企业技术
中心，但是不了解相关标准和申报条件，
你们上门进行讲解正好为我们指明了方
向，非常感谢。”企业负责人说。

据悉，今年以来，二七区工信局围绕
“万人助万企”活动，建立“首席服务员”
制度，推动由“企业家亲自跑”变为“首席
服务员代替跑”，为 85家企业开展上门
送政策送服务活动50余次。
记者 景静

提效率整资源 让“办不成”的事“都能办”

“首席服务员”主动对接服务企业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一马路街道坚持
把服务企业作为优化营商环境、适应新
常态的重要举措，靠前服务，担当作为，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强化组织引领，提升服务理念。建
立服务机制，以“三个一”（即一个项目、
一套方案、一队专班）为抓手，党政领导
亲自抓，针对普乐天地招引银基电商产
业园、郑州通讯大世界升级改造等项目
进行多次洽谈、考察调研、出谋划策，助
力项目提质增效。

简化办事流程，提质服务效能。为

解决企业、商户办事“折返跑”问题，街道
深化“放管服”改革，始终坚持不为不办
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为企业商户提
供“不打烊”式服务。

定期走进企业，提高服务保障。变
“坐等”为“上门”，面对面听取企业的意
见建议，为企业送信心、送政策、送服务、
送温暖，汇总梳理企业生产经营痛点、堵
点、难点问题，逐个分析，第一时间为企
业纾难解困，做好后续跟踪服务，当好企
业发展的“助推器”。
记者 景静

为企业商户提供“不打烊”式服务

完善“乡土人才库”推动人才工作走深走实

本报讯 今年以来，二七区以
企业和群众反映的“办不成事”为
突破口，集中力量解决“不能办”
“没人办”“不好办”“不知怎么办”
等事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
打造“美好二七政务”。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马晓丹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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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发力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