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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投资促进局文件

黔投提复字〔2024〕64号 签发人：谢 强

省投资促进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1428号提案的答复

谢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打造贵州省“1+9”平台营商环境新高

地的提案》收悉，感谢您对我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现就提案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您围绕发挥优势将“1+9”平台打造成为全省营商环境的新

高地的建议，句句真知灼见，对贵州省通过试点引领高质量推动

营商环境改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1+9’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全力推进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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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建议

“1+9”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是贵州省以贵安新区为核心，

以贵阳高新区、贵阳经开区、安顺高新区、遵义高新区、遵义经

开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贵阳综保区、贵安综保区、遵义综保

区为重点的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1+9”平台履行营商环境建

设主体责任，以企业满意度、获得感为突破点，对标先进，聚焦

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创新改革，全力打造全省营商环境的新

高地。贵安新区联合贵阳市印发《贵阳贵安做优“贵人服务”品

牌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2022—2025 年）》，实施

“政务服务、项目服务、企业服务、市场环境提质、数据融通提

速、贵人服务品牌宣传”六大行动。贵阳高新区推动龙头企业带

动集聚集群发展，联合林泉电机、中航发黎阳 2 家龙头企业，创

新打造了“精密微特电机”和“航空发动机”产业专业孵化园，

实现资源在“两机”产业孵化园集中，并携手华为云建设“两机

产业数字一张网”，着力推动降本增效。贵阳经开区推行“园区

事园区办”改革，积极争取 711 项政务服务事项经开区可办。市

政府首批下放开发区涉企事项在经开区工业聚集区的入驻率和

承接率达 100%，实现企业办事不出园区即可办理。安顺高新区

建立了县级干部为督办员、科级干部为领办员、一般干部为协办

员的“三员”工作机制，帮助企业解决在手续办理等方面问题。

遵义高新区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建立“三级网格包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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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包保责任，提供一企一策服务，聚焦企业急难愁盼问题，逐

一协调化解，让企业专心建设，安心生产。遵义经开区推出社保

医保业务“一表通办”、实现“一表申请、一次办结”、企业开

办实施“码上办”、创新“水电气占掘路行政审批改为备案”等

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审批效率。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将服务触角延

伸至经济区的各个工业园区，安排 1 名业务骨干负责代收代办服

务，并联合经济区各单位、银行，多次举办“政务服务进企业”

座谈会，点对点解决企业诉求，保证事事有回音。贵阳综保区聚

焦海关卡口行政车辆备案、海关报关单位备案、电子口岸 IC 卡

业务，开通“高效办成一件事”线上办理模式。贵安综保区建成

企业服务全响应中心，建立“园区长+企业专员”网格化服务体

系，以企业出单、中心派单、专员接单、部门涉事人员联动落实、

全响应中心全程统筹督办的方式为企业做好全方位服务。遵义综

保区实行“战区”包保，将遵义综保区营商环境服务划分为 “战

区”，常态开展区级领导包保走访、局长上门服务、“千企大走

访”等活动，对企业提供“一对一”包保服务，开展惠企政策宣

传、企业诉求收集等，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切实提高经营主体

满意度。

二、关于“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立足职责职能，重点支持‘1+9’

平台营商环境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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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立足职责职能，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

面支持“1+9”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营商环境建设。一是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开展省级“重点开发区”认定，将“1+9”平台纳入

“重点开发区”范围。制定印发了《贵州省“重点开发区”认定

管理办法（试行）》，建立导向清晰、标准明确、体系完备的贵

州省重点开发区认定管理体系，组织开展“重点开发区”认定工

作，认定了“重点开发区”45家。其中，在“1+9”国家级开放

创新平台中，除贵阳综保区、贵安综保区、遵义综保区外（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安排，结合工信厅职责职能，综保区不再归

口工信厅管理，因此，综保区未纳入省级“重点开发区”认定范

围），贵安新区贵阳大数据科创城（苏贵产业园区、张江（贵安）

高科技产业园）、贵阳高新区、贵阳经开区、安顺高新区、遵义

经开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遵义高新区均获得省级“重点开发

区”认定。针对已认定的“重点开发区”，省级将按照“要素集

中、企业集聚、产业集群”的要求，引导各方面的政策、资金、

项目、企业、人才等资源要素向“重点开发区”集聚。二是省投

资促进局开展营商环境改革创新试点。作为全省营商环境工作主

管部门，省投资促进局制定了《贵州省营商环境大改善三年行动

方案（2024-2026年）》和《贵州省营商环境大改善 2024年度工

作要点》，以贵州省“1+9”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为重点，开展营

商环境综合改革试点引领。目前，省投资促进局组织相关地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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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进行汇报，争取国家支持贵阳、遵义打造全国

营商环境标杆城市。积极协调省直相关部门和贵州财经大学专家

教授团队为贵阳市、遵义市制定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标杆城市工作

方案提供智力支持，指导安顺市安顺高新区开展优化营商环境综

合改革。三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等部门通过资金奖励、

下达转移支付等方式大力支持“1+9”平台园区完善基础设施及

相关配套建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年以来，在专项资金方

面给予“1+9”平台开发区 5.27 亿元专项资金奖励，支持“1+9”平

台开发区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等，着力助推“1+9”平台

开发区提升承载能力，为招商引资落地重大项目和工业产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专项债方面积极指导各“1+9”平台开发区充

分利用好国家政策，对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重点投向领域，做好

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谋划工作。“1+9”平台开发区中，2021以来

组织申报争取发行的项目 16 个，获支持额度 31.35 亿元，主要

用于支持“1+9”平台开发区供排水管网、标准厂房、污水处理厂、

配套用房、道路等方面建设。2024 年我省第一批地方政府新增

专项债券项目审核推荐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争取获得专项债券支

持，助力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省财政厅印发《省财政厅关于进

一步深化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指导相关市（州）加快调整完善参照实行独立财政管

理体制开发区的体制方案，从资源配置、要素支撑、制度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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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全力支持开发区加快产业发展。2023 年，省财政厅共下

达“1+9”平台各类转移支付 64.21亿元,较上年增加 17.93亿元，

增幅达 38.7%。四是省投资促进局积极建设营商环境“数字大

脑”。建立贵州省营商环境管理平台，集政企沟通、企业反馈分

析、营商环境评估、营商环境监测、问题投诉办理等多种功能，

实现营商环境可监测、可预警、可服务、可分析。目前，服务平

台已实现“1+9”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全覆盖，“1+9”平台企业

反映的 20 个营商环境问题解决率达 70%。

省投资促进局

2024年 6月 25日

（附 注：依申请公开）

（联系人：何德勇；联系电话：86892879）

抄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财政厅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办公室 2024年 6月 25日印发

共印 5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