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就是破旧立新。从部门角度的多

个政务事项，到群众生活中的“一件事”，

政务视角的转变，让改革迈出了一大步。

我市出生“一件事”改革就是其中代表之

一。

在 2019 年以前，新生儿的出生是每个

家庭既喜悦又头疼的事情：办手续东奔西

跑、到处排队，各种材料、票证乱作一团，

还要到处咨询流程，常常忙得晕头转向。

2019 年 3 月 26 日，我市率全省之先，

正式推出出生“一件事”改革，市委改革办

牵头，协调医保、公安、卫健、人社等多个

部门，从群众需求入手，创新“政医银保”

四方合作机制，解决了群众“多头跑”“跑

多次”“耗时长”的突出问题。原先，新生

儿父母要跑 5 个部门、填写 5 张表格、提交

19 份材料，如今，利用在院陪护空闲或进

出院间隙，不到 1 个小时，一站“零跑顺便

办”。

自该项改革工作正式推出以来，全市

已有 10854 名新生儿父母享受了改革便

利。2019 年 7 月，我市出生“一件事”改革

经验开始在浙江全省推广。

出生“一件事”改革是向公共服务领域

“最多跑一次”改革延伸扩面的重要内容。

据相关统计，人的一生平均要办 400

多个证件、证明，其中常用的有 103 个。证

件满天飞、办证跑断腿、材料反复交，这些

问题曾被办事群众百般诟病。而“一件

事”改革，就是要在成百上千的政务事项

中，找到最简捷的管理服务路径，让群众

办事最多跑一次、最好不用跑。

据悉，我市围绕公民个人和企业全生

命周期管理，推进群众和企业的“一件事”

全流程“最多跑一次”改革，从婴儿出生到

老人去世、从企业开办到清算注销，以解

决群众企业烦心事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

面推开 107 项公民个人和企业“一件事”，

进一步倒逼政务流程变革增效，以“数据

多跑路”换取“群众少跑腿”，实施了一批

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

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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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陈女士在“E童成长”平台上

看到了“儿童友好·我爱我家”绘本故事大

赛活动，马上为女儿报了名。自平台上线

以来，时常来这里逛逛成了不少“宝妈”的

习惯。这是我市聚焦儿童友好服务开发的

全省首个儿童友好数字化平台，不仅汇集

了各个单位的活动，还一站式集成了 53 类

涉及儿童核心业务的服务。

2021 年以来，我省全面开启数字化改

革，引领体制机制重塑，有力推动治理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市正式印发

《瑞安市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锚定“全省

县级城市数字化改革标杆”的总目标，聚焦

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

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基层智治“6+

1”系统，高标准建设综合应用场景，构建

“1612”工作体系，推进数字化全领域改革。

如今，数字化改革已经涵盖群众生活

的方方面面。“产业一链通”应用专注于企

业成长，破产案件智能化审判应用让债权

人“一次都不用跑”，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

监管执法“一件事”关注舌尖上的安全，流

动人口管理“明镜”应用助力疫情防控更高

效，“数字扫黑场景应用”聚焦常态化扫黑

除恶斗争，“爱心帮扶宝”精准帮扶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对象，以及扶持文化领域创业

的“金融快线”应用，关心儿童的“E童成长”

应用等不胜枚举。

如今，“数智瑞安”建设成效初显。我市

获评省数字生活新服务样板市，连续2次在

全省数字化改革综合评价中获五星级评价、

处在第一方阵。“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获

省改革突破奖铜奖，经验做法先后2次由省

委改革办上报至中央改革办；产业链“一键

通”应用获省改革突破奖提名奖、入选全省

第二批最佳应用，被省厅迭代为产业“一链

通”并在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上发言；“浙

地智用”应用作为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

核心组成部分亮相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

5 个应用入选全省重大改革（重大应用）“一

本账S2”，2个应用（模块）入选全省“一地创

新、全省共享”“一本账S0”；数字化改革相关

经验获登省、温州重量级刊物共28篇。

今年 7 月，我市“三位一体”智农共富、

浙地智用、版权服务直通车等 3 个应用，在

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成果展览会上代

表温州亮相“浙江数字化改革”展馆，成为

本次展会中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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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相推，日生不滞。

党的十八大以来，瑞安坚持

以改革为帆、以发展为舵，

紧抓时代发展机遇，在各个

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

提供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

内在支撑力，助力瑞安在时

代的波涛中破浪前行。

2019 年 2 月，市委改

革办挂牌成立，它肩负破题

责任，发挥枢纽作用，力求

打破平行部门间的壁垒僵

局，让政务后台产生“化学

效应”。此后，改革的号角

如同一声春雷，在云江两岸

激荡起了澎湃动力。

一项项改革举措凝结

出一个个“幸福密码”，这些

“密码”是改革不断深化的刻

度，衡量着发展变化的力度，

更蕴藏着改革工作温度。

■■记者记者 林瑞蓉林瑞蓉 通讯员通讯员 蔡文蔡文

在马屿镇镇政府办公楼三楼，约500平

方米的开放式办公大厅内，多个职能部门

打破条线职能型组织结构，取消物理隔断，

实行“一体化”集中办公。这是我市实行

“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带来的明显变

化。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过去常用

来形容基层治理的千头万绪。县乡权责不

对等，“条”“块”分割、基层干部负担重等问

题，长期困扰着基层。

2020 年 3 月，我市启动县乡权责重构

改革。这场改革在厘清部门与乡镇职责边

界的同时，推行基层“大部制”运作模式，探

索走出了一条扁平、集成、高效的基层治理

新路径，破解了基层事多人少、权小责大等

问题，推动部门“瘦身”基层“强身”，提升基

层行政效率和政务质量，让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

明确了“条抓”，还要加强“块统”，这样

才能让“千条线拧成一股绳”。2020 年年

底，瑞安列入全省“县乡一体、条抓块统”

改革试点。我市通过“一支队伍管执法”

改革，将执法权下沉到基层，在马屿镇建

立了温州首支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以

“派驻+赋权”模式开展工作，第一批赋权

269 项执法事项，涉及新闻出版、自然资

源、林业、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 5 个领域，

打造了“马屿样本”。今年 8 月下旬，我市

发布《关于将部分县级部门行政处罚权交

由塘下镇人民政府等 9 个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行使的公告》，“一支队伍管

执法”改革从点到面向全域铺开。

改革，还进一步配强乡镇（街道）的人

员力量。据统计，我市向基层一线下沉人

员编制 773 名，约占全市机关人员总数的

20%，并将 1100 名站所人员调配权划转属

地，改革后镇街可调配力量增加了90%。

行政执法权下放，部门人员下沉，考评

机制改革，调动起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进

一步激发了基层治理的活力，提升了乡镇

（街道）“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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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第二批试点名单公布，确定四

大类别、共计 29 个试点。其中，“成果展示

类”试点5个，我市“深化农村‘三位一体’改

革激发强农富民新活力”榜上有名，且为温

州唯一入选县（市、区）。

我市是农村“三位一体”改革始源地。

2006年，我市成立全国首家集农村金融、农

产品生产和流通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村合作

组织——瑞安农村合作协会。16年探路前

行，我市走出了一条合作发展现代农业、奔

向共同富裕的新路子。“三位一体”综合合

作改革从过去“组建农合联、开展生产供销

信用合作”的 1.0 版，发展到“涉农资源大整

合、为农服务大提升、富农产业大融合”的

2.0版，并获得“全国改革十大探索”“中国地

方政府创新奖”“全国供销系统金扁担贡献

奖”等一批国字号荣誉。

2021 年 9 月，我市试水农业数字化改

革，推出线上为农服务平台——“三位一体”

智农共富应用。该平台从农民需求出发，打

造“无忧种田”“无忧销售”“无忧贷款”和“无

忧补贴”四大场景，助推农业生产更高效、产

销对接更精准，农民融资更畅通，政策兑现更

便捷。平台上线一年多来，已推出28项服务，

已有1.1万余户农业经营主体上线使用，提供

服务4.8万多次，农资团购交易额6904.61万

元，地块上线10.8万多亩，授信金额达4.4亿

元。以智农共富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持续深

化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

革”项目获2021年浙江省改革突破奖铜奖。

目前，我市“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进

入攻坚阶段，目标到 2022 年底，农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超过 42000 元，合作社社员收

入同比增长超 20%，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

组织化程度超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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