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个事项“零”次跑
背后：从被动改革到主动创新服务

据了解，过去，孩子出生后，新生儿父母

需先在出生医院办理出生证，再到户籍所在

地派出所、医保部门、卫生健康部门、税务部

门银行代收点、人力社保部门办理相关事

项。涉及生育医疗保险的，还需到医保部门

办理生育保险待遇申领。改革后，在市人民

医院妇幼分院、万松院区设立服务站，瑞安户

籍的新生儿父母只需填写《新生儿联办事项

申请表》，一次性提供新生儿父母身份证、户

口簿、结婚证和生育登记服务单这4个材料，

就可以在1小时内办完7个事项。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

决问题中深化。其实，和众多改革一样，出生

“一件事”改革的初衷也是解决问题。

市医疗保障局局长池益华道出了其中缘

由。今年年初，机构改革新成立瑞安市医疗

保障局，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能从人力社保

部门划转至医保部门，但县（市、区）级医疗保

障局因机构编制受限未设立镇街基层站所。

“以往群众可以就近到人力社保部门基

层站所办理医疗保险、新生儿参保、生育保险

等业务，机构改革后不能再到基层站所办理，

给群众带来不便。”池益华说，为此，医保部门

立即着手寻找解决之道，商定以就近为原则，

将相关业务委托瑞安农商银行各网点受理。

到这一步，问题已解决，被形势逼迫的改

革完成了“使命”。然而，在调研过程中，医保

部门了解到，市人民医院妇幼分院、万松院区

两个地方出生的新生儿占全市新生儿的80%

以上，于是产生了改革灵感——在医院设点

联合办理新生儿相关证件，解决新生儿办证

带来的“甜蜜的负担”。

变被动改革为主动创新，需要改革者有

足够的担当和勇气，承载的是为民谋福利的

初心和职责所在的使命。市委改革办是今年

机构改革后新设立的党委部门，当时正围绕

公民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全流程

“最多跑一次”，谋划我市重点改革项目。两

家单位的改革设想不谋而合。于是，市委改

革办将“新生儿出生事项‘一站式’联办”列为

2019年我市重点改革项目，统筹协调医保、

卫健、公安、人社等部门，全力推进，加速落地。

市人民医院妇幼分院、万松院区两个服

务站，覆盖面80%，这还不够！针对在其他医

院出生的瑞安户籍新生儿，在乡镇、街道依托

银行设立分网点，就近受理余下20%在其他

医院生产的新生儿出生事项。对确有困难的

家庭，由保险公司人员上门受理，形成“医院

一站式零跑办理为主，银行网点就近办理为

辅，保险公司上门服务兜底”的服务模式，从

而实现出生事项办理县域全覆盖。

5个部门“零”壁垒
背后：历时2个月沟通协调近百次

出生“一件事”改革，群众点赞无数。然

而，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改革者深谙此道。7

个事项，涉及5个部门，群众需填5张表格，提

供24个材料，仅这一组数据就足以证明出生

“一件事”改革涉及部门之多、业务之广。

1月底提出改革计划、2月20日到相关部

门开展可行性方案调研、3月6日召开第一次

协调会、3月13日协调落实服务窗口建设事

宜⋯⋯在市委改革办副主任陈智杰的工作笔

记上，详细记录着出生“一件事”改革的“诞生

日记”。

“大大小小的会议和电话沟通，协调次数

近百次，尤其是5张表格变1张表格，我们需

对5个部门涉及的业务进行学习、梳理、整

合。”自启动改革项目以来，市委改革办改革

一科全员出动，加速推进这项惠民改革，他们

坦言，除了调研、协调会议，还需开展业务梳

理、流程再造、材料压减、表单设计，为保障改

革不出纰漏，所有的事项都必须一一核对、反

复沟通。

所有联办事项中，最大障碍是户籍登记，

而这一环节又不可不要。为实现一站式快速

办理，服务站铺设了医保、卫健、人社和银行

的专网专线。根据政策要求，公安部门的专

网专线不能接入服务站，改革陷入困境。

市公安局人口服务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孔

祥芳说，专网专线不可接入，警力受限不能派

驻，他们多番研究，最后采用由服务站驻点工

作人员通过“温警在线2.0”系统、钉钉APP与

各公安基层派出所、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户籍民警进行数据传递，同时为联办事项开

辟“绿色通道”，最快15分钟内办好户籍登记

并生成身份证号码。

就是这样，一次次的协调沟通、破陈创

新，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业务壁垒，改进了群众

办事的工作流程，实现了群众办事的“加速

跑”。

行政成本“零”增加
背后：建立“政医银保”合作机制

为了让新生儿父母“少跑腿、零跑腿”，出

生“一件事”改革按照“应纳尽纳”原则，改变原

来由政府部门、医院分头办理的机制，建立了

“政、医、银、保”四方合作机制。该模式为全省

首创，是一项行政成本“零”增加的改革。

“引入第三方参与，解决了医保部门基层

站所和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市医疗保障局

党组成员徐定横说，在不增加人员编制和财

政负担的前提下，利用银行、保险等机构追求

市场和社会双重效益的需求，通过公开遴选

方式确定“银行+保险”联合体，搭建“一站式”

服务平台，提供无偿联办服务。比如市人民

医院妇幼分院“一站式”服务点共安排5人，其

中医院设出生证明办理专员1名，剩下4名由

银行、保险公司派员入驻。

无偿服务，这对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

大挑战。在经济、社会和品牌效益的多番权

衡下，瑞安农商银行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瑞安支公司毅然选择参与政府主

导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采访中，这两家单

位的负责人一致表示：支持政府的改革项目

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市人民医院妇幼分院内，偌大的服务站

十分显目，区域布局合理、装修风格温馨，工

作人员笑脸待人。

“原本这一区域打算出租经营小超市，租

金不菲，但院领导得知要在我院试点联办新

生儿出生证件，当下拍板决定无偿提供这处

场地。”市人民医院妇幼分院副院长柯汝淑

说。

看着新生儿家长在服务站一次性办理好

联办证件，柯汝淑一脸笑容，她说：“办证少跑

腿，家属可以有更多时间精力照顾产妇和新

生儿，对医院的评价也好了，社会效益远比经

济效益珍贵。”

行政成本“零”增加的背后，是众多社会

主体的无偿奉献和积极作为，是“政、医、银、

保”四方合作机制筑起的稳固根基，为我市

“最多跑一次”改革持续深化加装“助跑器”。

昔日它“脏乱差”
如今它“整洁美”

“以前，这条路天天跟‘下饺子’一

样，热闹拥挤，环境脏乱差，沿街乱摆乱

卖、占道经营随处可见，客户拿货都成了

‘体力活’，接近上下班高峰时段，600 米

的道路开车一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哪里

有精品街的模样。”林女士在仙降街道镇

府东路林光段租店做生意已经有十多

年，谈起改造前的这条路，林女士大吐苦

水。

“别看这路不长，每年来自世界各地

的客商都在此留下足迹，仙降因中国胶

鞋名城而声名远播，客商们慕名而来，却

被这里脏乱差的经营环境所震惊，还记

得前些年，一位中东国家的客商慕名而

来，硬是一个小时都没停下车。”说起这

条街的原貌，企业主贾先生一脸无奈。

在沿街店主和企业主的吐槽声中，

林光村决定开展道路整治，从 2013 年至

2017 年，该村号召周边企业，由村集体

和企业共同出资 800 余万元，将该路段

的水泥路全面浇筑成柏油路；将入口处

一排破旧低矮、参差不齐的危房打造成

双层小型鞋类商场，内含 23 家商铺，成

为这条路上的“颜值担当”；在该路段的

周边打造了一个可同时容纳 350 辆汽车

停放的大型停车场。

2017 年以来，仙降街道借着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的东风，陆续投入 4000 万

元，对林光村在前期整治的基础上再加

码。该街道组织市场监管、环卫、综合执

法、交警等部门站所，对占道经营现象进

行重点整治，并安排轮值，确保整治取得

成效；排查取缔无证无照“低小散”作坊

4 家；拆除道路中间绿化带，拓宽道路并

对柏油路路面进行全面翻新；安装摄像

头，对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乱停放⋯⋯

昨日，记者行走在这条道路上，发现

原先摊位乱摆放、占道经营、汽车乱停放

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全

面翻新过的干净整洁路面，沿街商铺规

范化经营，客商们一边悠闲地采购，一边

和店主惬意地畅聊。

未来，它将成为
中国胶鞋名城的“门面担当”

众所周知，瑞安是“中国胶鞋名城”，

但如果没有仙降，瑞安就不能称为真正

的胶鞋名城。经过了近四十年的发展，

仙降街道已经成为温州地区乃至全国最

大的胶鞋产业聚集区。而镇府东路林光

段，从 2013 年开始，依托“胶鞋名城”的

影响力和带动力，从单一企业厂房演变

成了独具特色的“前店后厂”的产销一体

运营模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鞋类

客商可现场看鞋样、零售、批发、定制，一

站式满足所有需求。

“经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治理，镇府东

路林光段面貌焕然一新，但街道对它的

定位是中国胶鞋名城的‘门面’。下一

步，我们将高位推动，建好基础设施、完

善配套工程，对该路段的‘颜值’和‘内

涵’进行再提升。”沈长城说。

据悉，按照“门面”的建设标准，仙降

街道出台了一系列“改造计划书”。

记者从“计划书”中获悉，近期，街道

将继续加大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对该路段商铺的外立面、店面招牌进行

统一规划设计，并在路段中间的背街小

巷内打造鞋文化景观小品，树立精品街

形象；在距该路段仅百米之遥的横街村，

已规划的仙降城市客厅、横街商业中心

即将进行土地招投标，其完工后，将与精

品街互相呼应，为来往客商提供全方位

服务，并吸引各类高质量企业、科研院

所、高端人才入驻，形成良性循环。最值

得一提的是，为再次打响“胶鞋名城”的

名号，今年 11 月，仙降街道将举办大型

胶鞋展销博览会，届时，中外客商、行业

协会、知名企业将汇聚一堂，进行产业对

接和沟通，共谋新发展。

在仙降，以镇府东路林光段为中心

点，产业前景大好、发展规划明确、营商

环境优质、配套设施齐全的胶鞋产业聚

集区蓝图已绘就，相信未来，这里将成为

瑞安、温州乃至全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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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2个月，整合5个部门的7项业务，首创“政医银保”合作机制

新生儿事项联办改革的背后故事
■记者 苏盈盈

瑞籍新生儿家长可选择在医院“零跑”即可联办新生儿出生证、户籍登记、医保参保、医保缴费、市民卡、生育保

险待遇办理、办理预防接种证这7个事项，全程只填1张表格、只花1小时、只用4个材料。

这一便捷是我市出生“一件事”改革兑现的民生承诺。

新生儿出生事项一站式联办，从3月26日开始运行，截至9月18日共办理联办件1894件，预计全年可惠及全

市新生儿家庭7000余户。

我市的新生儿出生事项联办改革项目，为全省推进出生“一件事”改革提供瑞安经验，省委改革办《领跑者》刊

登这一做法，得到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并在全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例会上交流。

群众点赞的背后闪烁着的是改革者勇于担当、创新作为的精气神，他们从群众需求出发，解痛点、疏堵点、破难

点，诠释着我市“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不断提升。

【智创仙降】

600米长道路一年创造10亿元销售额
仙降这条“效益之路”将成中国胶鞋名城的“门面担当”

■记者 项颖/文 见习记者 魏帅/图

一条600米长、24米宽的道路，对一般的镇街来说很常见；但如果这样一条道路一年创造了10个亿的销售额，

绝对可称为“效益之路”。仙降街道镇府东路林光段，即是这样一条创造奇迹的道路：600米长的道路上拥有200

家鞋类门店、72家鞋企，2018年销售额达10亿元。

与其不菲的“身价”不对称的是，前几年，这条路一身的毛病——乱停车、乱占道、乱搭建的“集镇病”；垃圾乱

扔、东西乱堆放、乱粘贴广告的“农村病”；还有汽车乱停放、道路拥堵等“城市病”。这不仅让林光村（村社规模优化

调整后，现为林光社区融合发展中心）揪心，也成了仙降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心病”。六七年来，经过多次改造，这条

道路华丽转身，焕发别样的活力。“未来三年，我们将对该路段和周边设施不断进行完善，让它不仅是身价与颜值相

匹配的精品街，更是瑞安‘胶鞋名城’的门面担当！”仙降街道党工委书记沈长城说。

左侧为危屋改造成的双层小型鞋类商场左侧为危屋改造成的双层小型鞋类商场

整治后的街容街貌整治后的街容街貌

市民在市人民医院妇幼分院办理新生儿出生事项市民在市人民医院妇幼分院办理新生儿出生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