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天台县聚焦营商环境优化提
升“一号改革工程”，承诺“办不了”专窗
受理事项须在3个工作日内办理并反
馈。（据《台州日报》3月23日1版）

@余烬：群众利益无小事，天台设
立“办不了”专窗，不仅能为办事企业、
群众提供疑难问题咨询服务，还让企
业、群众心里有了底。

@飞行者：以“办成事”的最大诚
意，直面群众的“烦恼”、企业的“困
扰”、服务的“梗阻”，打通服务“最后一
公里”，体现了政府部门的责任担当。

@叶鸿：接下来，相关部门应总结
经验，梳理共性问题，真正优化环境、
改进服务，最终让“办不了”窗口不但
办成事，还要尽可能让企业群众少遇
到“办不成的事”。

刘蒸蒸

刚刚过去的一周，有两件关于“水”的大事。
这个星期，既有“世界水日”（3月22日），也是“中国水

周”（3月22日至28日）。这两个日期的确定，旨在通过开
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对开发和保护水资源
的意识。

第二件事，是台州人民的“大水缸”——长潭水库水
位告急，达到2005年以来最低。经过连续三天降雨，水位
虽略有上浮，但形势仍不容乐观。水利部门此前已发布水
利旱情橙色预警，市区及温岭、玉环均在预警区域。

水是生命之源，干旱缺水的现实，让人们再次意识到
节水的紧迫性。

统计数据表明，人均水资源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台州虽地处
江南，水资源也并不宽裕，既面临资源型缺水，又面临水质
型缺水问题，是典型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缺水型城市，人
均水资源量、水体优良水质比例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和其他地方一样，台州要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一要
“开源”，二要“节流”。与跨流域调水、海水淡化、兴建水库等
“开源”措施相比，加强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推广使用再生水
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不仅适用于各个城市，从经济的角
度看，再生水的成本也最低；从环保的角度看，污水再生利用
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水生态的良性循环。

据报道，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再生水已成为稳定的
“第二水源”；深圳市提出到2025年，再生水利用率要提高
到80%以上。前不久，我市入选全国19个区域再生水循环
利用试点城市名单，未来三年将重点实施水生态环境质
量提升、工业循环利用、数字管理系统等三大类12项工
程，使市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35%以上。

循环利用再生水，可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如规定城市绿
化、环境卫生等市政用水和生态景观、消防等用水，应当优
先使用再生水；把再生水作为工业生产用水的首要来源，对
使用再生水的企业给予一定经济奖励或税费优惠等。

节流方面，则应多管齐下，大力推动工业用水、农业
用水、生活用水等全方面的科学节约利用。工业和服务业
方面，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严控高耗水行业用水；在农业
生产中，改善灌溉技术、发展节水农业；日常生活中，注意
生活细节，节约每一滴水。

其实，无论水资源丰裕还是匮乏，我们都应坚持节约
用水的理念，这是对自然资源的尊重，也是对环境的保护。
相关部门应当面向大众加强国情水情教育，推进节水教育进社区、进课
堂，引导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记得随时关掉水龙头、淘米水
留着浇花、洗车使用节水喷枪……身体力行节约用水。另外，在广泛唤
起民众节水意识的同时，也要帮助提高节水的能力和水平，比如推广节
水型水箱、节水型龙头、节水型马桶等，长期使用，既节水又经济。

节约用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能等到用水告急时才想起节水。
上个周末，市科技馆组织开展了“节水小科探游园活动”，组织节水知
识竞猜等活动。培养节水意识从娃娃抓起，让节约用水成为一种文明
习惯，这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不妨多来一些。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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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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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幼民

“一号改革工程”聚焦优化营商环
境，加快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最优省。如
何让最优的营商环境像空气一样流动
起来，体现到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
这就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
果导向。

这不，问题来了。以往的商铺、商
圈、商场只能在租赁的指定范围内经
营，不得越雷池半步，稍有越线，轻则
教育，重则处罚。比如商家想搞个促
销，店铺门口摆张桌子，放些样品，餐
饮店到了晚上，在不影响交通通行的
情况下，店门前放几张小桌子，多招
揽几位客人等，是不被允许的，无奈，
只得按规经营。效果导向如何呢？不
见得就好。机械地限制了商铺经营户
的经营，一点灵活性都没有。遇到周
末、节假日、小长假等，游客接踵而至，

想扩大一点经营范围，此路不通，很是
无奈。

近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杭
州进一步放宽商铺外摆条件，很有亮
点。杭州相关部门出台新举措，在 52
个智慧商圈、商业特色街、夜间经济
聚集示范区，以及若干个区级商圈等
区域，加大对商业外摆、户外文化商
业活动（户外促销）等经营活动的支
持力度。不止杭州，包括台州在内的
其他许多城市的商铺外摆都在进行
有益的尝试。

这一步迈得好。只要把相关的
管理措施落实好，解决了噪音、污
染、交通等问题，“有碍观瞻”又何
妨。对此举想必商家会拍手称快，
游客会拍手称赞，说不定还会形成
一种商圈文化、都市氛围。正如一
家在湖滨商圈经营的业主说，允许
商家适度外摆服务，不仅扩大了待

客容量，还起到了很好的吸引游客
作 用 ，一 张 桌 子 一 天 下 来 能 增 加
营收 300 元，他们也会更自觉地把
安全、卫生打理好。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在问题导向下，对标最好，努力
打造集聚高端要素的“磁场”、企业创
新创业的“沃土”、现代治理的“范
本”。这不是说一句话的简单事，需眼
睛紧紧盯牢营商环境的每一方寸之
间，有没有可提升之处，有没有可改
进之地，有没有可优化之事。更需把
耳朵竖起来，仔细倾听八方来客的意
见诉求。营商、营商，在商言商，环境
好了，商家舒畅了，就会把更多的优
质要素资源吸引过来，集腋成裘，做
大做强。

什么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最好的
营商环境就是众口一词的好、表里如
一的好。市场主体“有求必应，无事不

被扰”，一门心思做好自己的事，大浪
淘沙、凤凰涅槃求发展。政府在“有求
必应”上下功夫，该放手时能放手。放，
不是放任不管。商铺外摆，按相关城市
管理条例，可以不放，今天一放，效果
挺好。人间的烟火气越来越浓，市场主
体越来越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晴雨
表”就会艳阳高照。有句话说得特别实
在，“怎么出手见疗效，怎么放手不乱
套”，考验政府在加快打造全国营商环
境最优省的进程中，主动出击，主动作
为，让最优的营商环境像空气一样在
大街小巷流动起来，在市场主体中荡
漾开来。

“一号改革工程”，决心之大，诚意
之深，服务之暖，正在向广度延伸，向
深度拓展。广大市场主体沐浴在越来
越优的营商环境中，必定会像雨后的
春笋一样，在滋润中节节拔高，在春风
里茁壮成长。

鼓励“外摆经营”优化营商环境

蔡肖依

省委书记易炼红在台州调研指
导时强调，要大力发扬“山的硬气、海
的大气、水的灵气、人的和气、拼的豪
气”，加快建设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在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中
再创台州辉煌、再展台州担当。全市
上下把践行省委期望要求与贯彻落
实市“两会”精神贯通起来，以“五气”
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台州实践。

以“山的硬气”推进改革攻坚。台
州人天然具有敢为人先、敢闯敢冒
的精神气质。目前，改革已进入攻坚
期和深水区，推进改革要有“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以勇于
自我革命的气魄勇当新一轮改革的
破局者、探路者、先行者，要以硬气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硬气破除

体制机制弊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擦亮投资兴业在台州的金字招牌，
以改革的大作为大突围带动发展大
跨越，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让台州
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改革创新的“风
向标”和“试验田”。

以“海的大气”推进开放提升。台
州向海而生，有着宽广大气、兼容并
蓄的开放基因。我们要胸怀“国之大
者”，打开开放视野、接轨国际前沿、
拓宽进出通道，构建全方位全要素、
高能级高效率双循环，推动内外贸
综合实力提能升级，推动重要开放
平台提能升级，推动高端要素集聚
能力跃升，推动更高水平的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开放纾发展之
困、汇合作之力、聚创新之势，打造
青藤经济升级版，实现质的有效提
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以“水的灵气”推进创新深化。

台州人得水之灵气，具慧心、善创
造、能成事。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
魂，是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我
们必须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着力破解全面创新
的瓶颈制约，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
提升创新能级、突出创新重点，最大
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要以更大力度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
质“一号发展工程”，以非凡力度激
发全市文化创新活力，以超常力度
一体培育教育科技人才，推动台州
在全省创新深化的赛道上彰显强大
活力，让创新关键变量成为发展最
大增量。

以“人的和气”践行人民至上。台
州是“和合”文化的发源地，山与海兼
具、天地人相应、儒释道相融的和合
文化，成为融入台州人血液的文化基
因。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们要以和

气增进民生福祉，以和气助推基层民
主，以和气凝聚广泛力量，着力解决
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共富的
更多成果落在老百姓身上，不断增强
660 多万台州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让台州这座幸福城市更有温
度、发展更有质感，增加台州这座最
具幸福感城市的含金量。

以“拼的豪气”强化实干争先。
“豪气”是易炼红书记在台州传统“四
气”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对台州人精
神气质的生动概括和迭代升华，是台
州敢拼敢闯的生动写照。我们要拉高
标杆，始终保持“敢”的精神、“敢”的
劲头、“敢”的作风，以干则必成的决
心，舍我其谁、奋起直追的气势，久久
为功，再攀民营经济的高峰，拼出更
多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引领性、示范
性的成果，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台
州实践。

以“五气”精神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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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浩荡，春潮澎湃。3月26日，
台州又迎来一次高光时刻——中国民
营经济发展（台州）论坛正式拉开帷
幕。专家“大咖”、民企“掌门”云集，围
绕“奋进新征程 再创新辉煌”的主题，
共同寻找新时代民营经济的创新转型
之路。

2003年，首届中国（台州）民营经
济发展论坛举办。走过 20 年，我们始
终在思考，办好这个论坛，对中国民营
经济发展有何意义？人们所期待的民
营经济发展新奇迹，又该如何创造？带
着这些问题，把目光投向民营经济“台
州样本”，或许能从中找到答案。

一
台州民营经济，可以称得上“出道

即闪耀”。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1983 年，

原温岭县工商局给牧南工艺美术厂的
“联户企业”核发了营业执照。这是共
和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也是台州民营经济第一次“升华”。

从无到有，这一步难走，却时刻吸
引着台州人拼劲去闯一闯。

1986 年，原黄岩县委、县人民政
府出台了《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

意见》，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地方党委、
政府正式颁布的推行股份合作制的

“红头文件”。有了制度的充分保障，
台州民营经济迎来蓬勃发展——诞
生了全国第一家民营汽车企业、第一
家民营商业银行、第一条民资控股高
铁……这些全国第一，奠定了台州是
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的地位。

如今，在台州，平均不到8人就有
1个“老板”。民营经济呈现出“889999”
的特征，即贡献了全市80%的地区生
产总值、86.2%的税收、90%以上的就
业、98.6%的企业、91.5%的进出口额、
93.5%的新增发明专利授权。同时，形
成了金融畅血脉、企业争上市、匠心造
精品等具有全国影响力和辨识度的

“八大标识”，打造了“民营经济看台
州”金字招牌。

然而，台州民营经济也遇到了“成
长中的烦恼”：先发优势慢慢退去，如
何迎头赶上、弯道超车？如何摆脱传统
生产要素的依赖，走出发展新路子？如
何改变“低小散”的产业形态，找准转
型升级的突破口？

直击人心的问题，问出了新时代
台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也唤
醒了“再创新辉煌”的执着梦想。

二
办法总比困难多。
眼下，台州又迎来发展民营经济

新的新机遇。党的二十大、全国两会以
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传递出许多
对民营经济政策和制度利好的积极信
号。去年召开的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
会，也赋予台州“创建民营经济示范城
市”的新使命。

正如市委书记李跃旗在论坛致辞
中所说：“对台州民营经济来说，这是
最好的时代。”

台州旗帜鲜明提出，奋力促进民
营经济“总体规模、企业矩阵、力量效
益”三大蝶变升级，以“山的硬气、海的
大气、水的灵气、人的和气、拼的豪
气”，推动“创新驱动引擎、临港发展布
局、产业生态体系”三大变革重塑。到
2025年，力争规上工业产值突破万亿
元大关，上市公司数突破100家。

坚定不移走好台州民营经济再创
新辉煌之路，风雷激荡、号角声声。

面向全国，勇于扛起“民营经济看
台州”的大旗。锚定建设民营经济示范
城市的目标，当好民营经济领域改革
的“风向标”和“试验田”，努力再创体
制机制新优势，为全国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输出经验、提供范例。

融入全省，坚定走好“创新深化、
改革攻坚、开放提升”三条路径。聚焦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地瓜经济三个

“一号工程”，以创新之能、变革之力、
开放之势，系统重塑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体系、格局、形态，为浙江推动
民营经济再展雄风、再续辉煌、再创荣
光贡献力量。

立足自身，奋力创造这座城市更
加美好的未来。台州即将迎来撤地设
市 30 周年，在新起点上，坚持民营经
济立市，加快构建“民营、民主、民富、
民安”发展体系，以民营经济再创新
辉煌带动城市蝶变跃升和共同富裕
先行。

目标对了，路才不会走歪。未来，
台州民营经济还将揽下哪些全国第

一？创立哪些新的标识？取得哪些新的
发展成就？值得期待。

三
民营企业家是浙江最宝贵的资源

和财富。
疫情之后，各大民企“掌门”再次

相聚本次论坛，让人看到了一群创业
者、奋进者、搏击者的精神风貌，让人
感受到在困难面前不抱怨、不观望、不
躺平、不放弃的强大信念。

“我从内心感受到民营企业大发
展的春天已经到了。”这是李书福的响
亮发言，从台州走向世界的吉利，将坚
持聚焦实业、绿色发展、开放合作、国
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技术出海，拓展全
球市场，拥抱民营经济发展的又一个
春天。

搏击市场风雨，大力发扬“四千精
神”。只有走遍千山万水，才能穷尽一
切发展的机会；只有说尽千言万语，才
能寻求一切合作的可能；只有想尽千
方百计，才能找到各种成功的路径；只
有吃尽千辛万苦，才能看到风雨过后
的彩虹。

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各级政府也
要更加用心守望民营经济、诚心帮助
民营企业、真心厚爱民营企业家，让广
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消除顾虑安
心创业、放下包袱全力干事、轻装上阵
提速前进、大胆发展不断壮大，再燃激
情、续写传奇。

创造民营经济发展新奇迹，呼声
高涨。是底气、是期待，更应是直面短
板、提升硬核实力的勇气和决心。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新时代民营
经济再创新辉煌之路，就在脚下。

这个论坛，传递出什么？

王银宇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
方案》，对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好调查研究，
要抓住三大“关键点”，坚持走好群
众路线，察实情，谋实策，切实解决
发展道路上的“中梗阻”。

以民心为着眼点，见人见事。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农村
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调查。1930
年，他来到江西寻乌和兴国地区，
深入调查研究了当地农民生活的
基本情况、阶级关系及土地革命的
状态，撰写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和

《兴国调查》。躬身向人民学习，拜
群众为师，这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
特点之一。人民是执政的根本，只
有将民意、民困、民盼调查清楚、琢
磨透彻，才能更好地谋求发展。要
心系民生冷暖，聚焦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的利益，深入到百姓的“炉
灶边”“板凳上”，体察最前沿、最鲜
活的民情，汲取群众的智慧，在民
间探寻解决问题的“高招妙计”，把
群众的呼声和心声作为服务中心、
制定决策、推动工作的重要参考。

以实情为支撑点，走深走细。
未察实情，不予定论；未究深意，不
予施策。“调查”讲究的是“真”与

“实”，没到现场看、当面听、直接问

的调查都是“隔着云雾看山”，看不
清全貌，摸不清底细。而“研究”讲
究的是“深”与“透”，需要通过“解
剖麻雀”，层层分析，找准根源。因
此，开展调查研究不能走马观花、
蜻蜓点水，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
要适时追问、合理刨问，细听琢磨
百姓的真心话、弦外音，既要听喜
事也要听忧事，确保收集到鲜活真
实的民情民意。对于“顽瘴痼疾”要
深析透辨，既“究”现状，又“揪”根
源，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以解题为落脚点，见行见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每
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
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正是在这步
履铿锵的探索下，形成了“八八战
略”，确立了引领浙江发展、推进浙
江工作的总纲领和总方略，指引浙
江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征
程。《方案》强调，把调查研究成果
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
成效。这就要求我们注重对策的可
行性、实效性，精研细磨、对症下
药，切勿生搬硬套，避免华而不实。
要从时代背景、目标任务等各方面
总结破解问题、推动发展的新规
律，用党的创新理论谋求能够落地
的解题思路与方法。要开展“回头
看”，跟踪对策的解题实效，根据新
情况调整新措施，做到时时更新、
常常迭代。

抓住调查研究
“关键点”

3月 19日，2023年爱丽丝仙径
越野赛在临海市括苍镇举行。来自国
内外的300多名参赛选手和越野跑
爱好者在此齐聚，开启一段童话主题
秘境越野之旅。（据《台州晚报》3月
20日3版）

@梦醒：一场越野赛，认识一座

城，台州有美丽风景，也有美丽赛道，
选手们相约在这里，向着春天奔跑。

@雨蝶：这场越野赛，让整个城市
都奔跑起来，点燃了全民健身新热潮，，
这股势头要继续保持接下去，要借助更
多的健身“新花样”、运动“新玩意”，让
更多人“动起来”“跑起来”，不断提升全

民体质和健康水平。

@落日余晖：最美春景中邂逅一
场最美越野赛，将体育文化与城市形
象、市民生活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地
激发人们的参与度，在这股喷涌而至
的健身热情中，台州一定能跑得更
快、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