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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健全“高效

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

制的意见》，明确进一步发挥“高效办

成一件事”牵引作用，推动重点事项

清单管理和常态化实施，在更多领域

更大范围加强部门协同和服务集成。

教育入学“一件事”、企业信息变

更“一件事”、开办餐饮店“一件

事”……政务服务的“小事项”，关系

着改革惠民“大文章”。这一改革措

施目前落地情况如何？“新华视点”记

者进行了走访调研。

“一件事”牵引
企业、群众办事更便利
“过去办事要跑好多次，现在只

提交一次材料就可以，太高效了。”在

宁夏中宁县政务服务中心，马先生仅

用半天就完成了营业执照申领、税务

登记等全流程业务，“丝滑”实现企业

开办。

从准入准营、招聘用工、纳税缴

费，到经营发展、工程建设、注销退

出，“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总体

清单覆盖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

“‘一件事’改革把过去需要走多

个环节、带很多材料、花大量时间去办

的事项高效办成，以小切口推动政务

服务理念转变、流程重塑、部门协同，

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企

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磊说。

填报“一张表单”，上传“一套材

料”即可实现教育入学“零跑动”办

理；出示“医保码”可办理预约挂号、

报告查询、门诊缴费等全流程；新手

爸妈在“喂一次奶的时间”里就能办

完宝宝出生需要的相关事项……各

地各部门持续拓展“一件事”应用场

景，为群众提供更便捷的政务服务。

据悉，截至目前，2024年推出的

21项“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已

基本落地实施，2025年第一批12项

重点事项正在加快推进实施中，累计

办件量超1亿件。

近日，2025年第二批重点事项清

单发布，进一步聚焦企业和群众需

求，推出“企业融资服务”“境外旅客

购物离境退税”“登记失业人员就业

帮扶”等一批服务事项和应用场景。

“一张网”联动
跨地区、跨部门服务更协同

在江苏苏州吴江平望便民服务

中心，来自安徽六安霍邱县的陈添荣

前来办理养老保险账户余额一次性

提取。“跨域通办窗口”的工作人员视

频连线霍邱县行政服务中心，为其出

具了相关证明材料。前后不过十几

分钟，余额就已到账。

“屏对屏”实现跨省办事、“一卡

通”覆盖更多场景……目前长三角

“一网通办”平台开通政务服务已超

200项，政务服务协同打破地域壁垒，

更加便民利企。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

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正加速形

成——

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高效办

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服务专区等数十

个主题服务专区一目了然，31个省

（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40多

个国务院部门平台的政务服务在这

里贯通；“随申办”“浙里办”“渝快

办”，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各地打造别具特色的地方政务服务

端口……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初步实现521万

项服务事项和3.6万多项高频热点服

务应用的标准化服务，有力推动各地

各部门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

事“一网通办”。

“一张网”高效联动背后，是政务

数据“流动”更加畅通。

京津冀跨省市企业迁移登记“一

件事”，推动三地部门间信息共享互

认；重庆建设一体化公共数据平台，

推动数据资源“一本账”管理；海南着

力打通医疗、医保、医药数据，建立动

态更新的“三医”健康档案……各地

不断打通数据壁垒，推动政务服务更

加高效便民。

“一盘棋”改革
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从多举措加强政务服务制度建

设，到更多聚焦群众办事需求，再到探

索数智赋能政务服务……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各地正以“一盘棋”改革思

维，推动政务服务效能持续跃升。

健全机制，不断完善制度规则体

系——

上海构建“一表关联”“一库共

享”“一源加工”的数据流转体系；浙

江推出“云端联审”模式，企业提交一

次材料，相关部门即可同步进行线上

核查；海南发布《政务服务事项标准

化总则》，以标准化为牵引推动实现

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

理”……

“各地加强政务服务制度建设，

统一服务标准、统筹服务事项，不断

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许光建说。

需求导向，变“被动响应”为“主

动服务”——

走进江西抚州崇仁县政务大厅，

36本彩色印刷的办事指南整齐排列，

从企业开办到社保参保，每项事项的

流程、材料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我们

在网上开设政策专栏，通过微信公众

号定期推送《知识问答》，确保政策精

准、高效触达群众。”崇仁县县长黄志

刚说。

郑磊表示，各地从以政务职能为

中心的“供给侧”模式，逐步转向以企

业和群众办事需求为导向的“需求

侧”模式，让“一件事”从“能办”到“好

办”“易办”，是改革惠民、服务为民的

生动体现。

技术革新，加速赋能数字政府建

设——

在江苏昆山，扫一扫“数字政务

门牌”二维码，即可获取100多项高频

事项的网办攻略；新疆乌鲁木齐推出

“即办秒批”服务，人工智能自动核验

申请信息，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实现

“秒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政

务服务深度融合，激活更多面向企业

和群众的应用场景，有效推动政务服

务向“智办”跃迁。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意

义，远超行政效率提升的范畴，更是

通过重塑政务流程推动国家治理体

系的深刻变革。持之以恒处理好每

一件关乎民生福祉与经济发展的‘关

键小事’，正是实现‘国之大者’、服务

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实路径。”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黄璜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翻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

布的“半年报”，新能源汽车产业表现

亮眼——产销量双双突破690万辆，

同比增长均超过40％，市场渗透率持

续提升，出口实现75.2％的增幅。

不止于一组组跃动的数字，汽车

产业的蓬勃活力更藏在高效的生产

节拍和持续焕新的科技中……这个夏

天，记者赴一线调研，探寻产业发展的

趋势，感受逐“新”提“智”的脉动。

创新涌现，激发产业活力

7月16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三届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湖南

视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新产品吸

引众多参观者驻足。

“这是我们自研的漆面缺陷检测

与磨抛修复系统，通过AI计算成像及

AI质检技术，外观缺陷检测精度可达

0.15毫米，目前已实现深度应用。”公

司研发工程师葛俊辉说。

让创新扎得更深，推动细节提质，

是当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写照。

行走在汽车产业一线，这样的感

受更为明显。

这 里 有 AI 对 生 产 流 程 的 赋

能——

走进赛力斯超级工厂，1600多台

智能终端与3000多台机器人协同运

作，生产自动化率达到100％；在长安

数智工厂的总装车间内，机械臂和高

节拍重载AGV协同配合，一辆辆不

同颜色和配置的车辆依次下线……

“借助云端生成的生产线模板，

订单需求与生产任务实现无缝对

接。”长安汽车数智工厂总经理吴克

志介绍，这座全域5G的AI柔性制造

超级工厂广泛应用了40余项先进技

术，让生产更智能、更低碳、更高效。

这里有对市场的洞察、对性能的

追求——

如果家在东北地区的电动车用

户，既希望电池有好的耐低温性能、

又能有不错的续航和快充能力，应该

怎么办？

在链博会宁德时代展台，系统工

程师陈柏松给出了答案：“通过一个

电池包组合两种电池，可以得到综合

性能更优的产品。这就是我们创新

推出的骁遥双核电池，目前已与多家

主机厂达成合作。”

从电池、操作系统到智能座舱，精

准捕捉用户需求，产业链上创新迭出。

“依托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优

势，中国形成了技术与市场双轮驱动

的发展模式。在这里，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相关企业能够快速验证创

新方案，使得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持续涌现。”赛迪研究院汽车产业研

究中心总经理张业佳说。

开放合作，共享“链”上机遇

一边是原产自澳大利亚的铁矿

石，一边是全新自研集成7项超高、特

超高吉帕钢应用的一体式白车身。

在第三届链博会现场，全球矿业巨头

力拓与中国宝武联袂亮相、“上新”解

决方案，让人们直观感受到汽车产业

链紧密协同的脉动。

今年以来，汽车产业开放合作迈

出新步伐——

供应商与主机厂互融互嵌。宁

德时代在赛力斯超级工厂的两条

CTP2.0高端电池包产线正式投产，在

“厂中厂”模式下，产线紧邻整车装配

线，电池可以做到“即产即装”；小鹏

汽车与华为联合研发推出车载AR－

HUD，让前挡风玻璃化身“智能第一

屏”，不断优化用户驾乘体验……

产业链上下游紧密相连。专为

中国道路打造——7月15日，宝马宣

布与中国科技企业北京初速度科技

有限公司（Momenta）合作，联合开发

面向中国市场的新一代智能驾驶辅

助解决方案。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高翔认为，中外企业应更好合

作探索技术路径，利用互补优势推动

协同创新和变革性突破。

高效的创新生态持续构建。在

湖北，东风汽车牵头成立了省级车规

级芯片创新联合体，联合40余家企业

及高校，成功量产高性能车规级

MCU芯片DF30。

车企开放创新中心共研共创、零部

件商整合上下游协同研发、产学研用加

速融合……正是因为开放合作，汽车产

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提升，产业的韧性

不断加强，提质升级效果显现。

健康发展，坚定“品牌向上”

切实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

秩序——7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针对该产业领域出现的各种

非理性竞争现象作出一系列部署。

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格局加速

重构，汽车行业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内卷式”竞争让行业盈利状况持续承

压，“增量不增利”的困境亟待突破。

数据显示，2025年前5个月，汽车

行业利润率4.3％，相对于下游工业企

业利润率5.7％的平均水平，仍然偏低。

针对行业出现的问题，有关方面

及时出手——

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加大汽车

行业“内卷式”竞争整治力度；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倡议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发布，要求

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车企需充分

开展组合驾驶辅助测试验证，不得夸

大和虚假宣传；拟出台标准规范汽车

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一系列

政策举措释放加力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积极信号。

当下，重塑市场秩序初见成

效——

多家车企负责人重申坚决反对

“价格战”，强调以苦练“内功”破除

“内卷”；17家重点汽车企业承诺对供

应商“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相应行

动持续推进；一些车企主动调低销量

目标，放弃野蛮增长……

岚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

行官卢放表示，企业创新需实现四大

跃升：技术赋能从“比拼参数”转向

“创造价值”，管理升级从交易关系转

向伙伴共建，品牌塑造从单次消费转

向长期信赖，开放发展从产品输出转

向品牌引领。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倍加

珍惜。汽车行业应有长期主义战略，

真正的竞争优势源于价值创造，已然

成为全行业的共识。

“新能源汽车不能只做‘量的冠

军’，更要成为‘质的标杆’。只有从

价格竞争转向价值驱动，中国汽车才

能真正赢得未来。”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唐诗凝 金地 窦世平

中国新能源汽车如何逐“新”提“智”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成效怎么样？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王雨萧 张晓洁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王希）2025年上半年，中央企业

积极主动应对困难挑战，扎实开展提质增效、价值创造等专项行动，

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运行态势。1至6月，中央企业实现增加值5.2万

亿元。

这是记者从16日至17日国务院国资委举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

研讨班上了解的信息。

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发展质效不断改善。1至6月，央企年化全

员劳动生产率为81.6万元／人，同比增长2.3％；央企研发经费投入

为4139.8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万亿元。

今年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收官之年。上半年，国务

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创新工作方式，狠抓改革成效，推动深化提升

行动走深走实，企业发展潜能和国资监管效能不断增强。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表示，展望下半年，国资央企既要正

视困难压力，也要保持战略定力，聚焦抓好稳健经营、优化投资结

构、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协同发展等四方面工作发力，以央企高质量

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向好。

上 半 年 中 央 企 业
保持稳中有进运行态势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魏冠宇）近三年我国将进一步发

展技能培训和特殊教育，助力残疾人就业。这是记者从国新办日前

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的。

“劳动就业是残疾人的基本权利。”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

李东梅介绍，2022至2024年，全国实名培训城乡残疾人142.7万

人次。

《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将“实施残

疾人职业能力提升行动”作为单设项目，明确大力开展适合残疾人、

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按规定给予职

业培训相关补贴，加强各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建设。鼓励用人单

位参与残疾人职业培训体系建设、创建残疾人职业培训品牌，引导

能够稳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对残疾人职工开展师带徒和

定岗定向培训。

这一行动方案还明确，加强残疾人职业教育，推动特殊教育学

校增设职教部（班），支持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增设特教部（班）。

“在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已能为残障学生打下较好基础。

增加高中及以上阶段特教资源和学位供给，更多孩子将有机会升学

深造。”北京市健翔学校教学处副主任董金亮介绍，经过中职以至大

学教育的系统化专业培养，轻度障碍学生可达到企业岗位要求，中

重度障碍学生也能融入其他就业方式。

“面对产业和技术迭代，残疾人的就业能力也需更新换代。”中

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何欣认为，随着培训和教育体系不断完

善，更多残疾人将更好就业、实现自我价值。

技能培训和特殊教育
新举措将赋能残疾人就业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2.4 亿 人 次 创 新 高

这是7月16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拍摄的金砖国家媒体智库高

端论坛现场。

金砖国家媒体智库高端论坛16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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