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渝报记者 犹骥

2024年，大足区在营商环境建设上持续发
力，以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不断优化政务环
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和要素保障
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一年，
大足区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亮点纷呈，企业获得
感显著增强，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力。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企业纷纷点赞

2024年，大足区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全区市场主体数量大幅增长，达
到8.4万户，同比增长11.6%，其中民营企业数量
更是增至 2.2万户，增长 8.9%，民营企业占比高
达 96.3%，成为推动大足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同时，全区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签约招商
项目 95个，正式合同额高达 355.51亿元，其中
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大项目就有88个，合同额
达 353.98亿元，大足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进一
步增强。

在营商环境便利度方面，大足区也实现了
显著提升。2024年度，大足区营商环境便利度
综合得分为85.62分，在全市排名中跃升至第14
名，较上一年度上升了 6个名次，这一成绩的背
后，是大足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和付出。

“现在在大足办事越来越方便了，无论是政
务审批还是金融服务，都能感受到明显的改
善。”一位在大足投资多年的企业家由衷地赞
叹道。

流程再造提效率
服务升级暖民心

政务环境的优化是提升营商环境的关键。
2024年，大足区在政务环境建设上下了大功夫，
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

“一网通办”改革深入推进，新“渝快办”网
审平台全面上线，实现了政务服务事项的在线
办理和审批，企业和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成
事。同时，“一窗综办”改革也在全区范围内推
广，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设置更加规范，综合窗口
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不再需要
多头跑、来回跑。

“民呼我为”平台更是成为群众反映诉求、
解决问题的新渠道。该平台构建了全区统一接
收、按责转办、限时办结、统一督办、评价反馈的
为民服务机制，实现了群众诉求的“马上办、网
上办、本地事本地办”。2024年，该平台共承接
事项 13103件，办结率高达 99.21%，办理平均时
长仅3.5天，群众满意率达到90.69%。

此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也取得了显著
成效。大足区秉持“上线一件、做实一件”的原
则，共办理“一件事一次办”65000余件次，好评
率高达 99.99%。企业和群众纷纷表示，现在在
大足办事越来越顺畅了。

刚柔并济护公平
数智赋能解纠纷

法治环境是保障营商环境公平公正的重要
基石。2024年，大足区在法治环境建设上同样
不遗余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跨部门联合随机检查全面推行，实现了对
企业检查的“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有效减轻了
企业负担。同时，监管执法信息公开工作也得
到了加强，执法信息和监管信息及时向社会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

“全渝数智法院”建设全面落实，实现了审

执各环节全程网办，提高了审执效率。民商案
件平均结案时间缩短至44.12天，审执效率排名
靠前。此外，大足区还积极推广多元化解纷机
制，研发了“无讼大足”网格App，聘请网格员兼
任“诉讼冷静劝导员”，全面推广“一街镇一法
官”机制，实现了法官联系镇街全覆盖，有效化
解了社会矛盾纠纷。相关部门通过“运营商找
人”“智慧停车App查控”等执行联动机制，2024
年为民营企业执行到位资金超8亿元。

在严格执法执行的同时，大足区还推行包
容审慎监管，发布《免罚清单》《减轻处罚清单》，
对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实施柔性执法，2024年累

计免罚、轻罚企业 132家，释放容错纠错信号。
同期，也将 101家企业从失信名单屏蔽，及时修
复企业信用，激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

市场环境公平有序
企业竞争更充分

市场环境的优化是提升营商环境竞争力的
重要保障。2024年，大足区在市场环境建设上
狠下功夫，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公平、有序的
竞争环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各类显

性和隐性壁垒得到排查清理，“非禁即入”原则
普遍落实。第三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也在全区
范围内推广，实现了区域全覆盖，有效维护了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

招投标数字化改革深入推进，实现了“全程
网办”和“不见面”开标，提高了交易透明度。
2024年，大足区共交易项目 121个，节约资金
35152.34万元，综合节资率达到14.84%。

此外，大足区还积极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
本，在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全面推行以银行保
函、电子保函、担保保函、保证保险等非现金方
式缴纳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低价风险担保

等。2024年共采用各类保函、保险1273笔，释放
企业占压资金7.57亿元。

创新环境活力四射
科创能力再提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24年，大
足区在创新环境建设上不断发力，为企业发展
提供了更加活跃、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科创培育体系不断健全，出台了科技创新
扶持政策，实施了梯度培育行动计划。新增科
技型企业 298家、高新技术企业 101家，全社会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75%，列全市第 9位、渝西
第 1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占比
达到57.72%，位于全市第3位、渝西第1位。

创新平台建设也在不断加强，构建了“众创
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全链条科技创新孵化体
系。新增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家，累计建成孵
化载体面积超 10万平方米。此外，大足区还积
极推动科技创新改革，自主谋划的企业创新激
励“一件事”应用率先纳入全市“一本账”管理。

去年，重庆重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一种铝基覆铜板覆膜结构的新产品，因为资金
短缺导致这项产品的开发和专利申请一拖再
拖。后来在科技部门的支持下，该公司向金融
机构申请贷款，没多久就获批 300万元。随后，
公司在半年时间里就完成了技术研发。2025年
2月 2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该项专利
成功获批。

要素保障完善有力
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

要素保障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2024
年，大足区在要素保障环境建设上不断完善和
优化，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靠、高效
的要素支撑。

用电、用气、用水等基础设施服务得到全面
提升，办事流程更加优化，信息公示更加透明。
水电气讯“联合规划、联合受理、联合踏勘”等工
作深入推进，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
同时，劳动用工保障也得到加强，通过线上线下
招聘活动等方式，帮助企业招工10071人。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断加大，金融机
构对实体经济的贷款余额持续增长。截至2024
年底，大足区对实体经济贷款余额达到701.2亿
元，同比增长1.6%。此外，大足区还积极协同做
实普惠金融工作，引导银行机构保持小微企业
增量信贷供给，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2025年2月底，大足区智凤街道的邓鼎计食
品有限公司因为业务发展需要，急需一笔资金
作为新生产线的启动资金。于是公司采用“经
济·企业创新激励一件事”数字化应用中的“创
新积分”，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300万元人民币，
很快便申请了下来，新的生产线随即“上马”。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大足区也清醒地认识
到当前营商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
近期的暗访调研中，大足区相关部门发现多头
执法、频繁检查现象仍然存在，惠企政策兑现不
够及时，要素支撑不够有力，涉企服务时有梗
阻。

针对这些问题，大足区将积极采取措施加
以解决和改进，重点围绕“1224”服务理念，着力
打造“大足懂你”营商品牌，全力做到懂你所需、
尽我所为，无事不扰、有呼必应。

大足区还将积极借鉴先进地区的优秀工作
经验和典型做法，不断创新和优化营商环境建
设的方法和路径，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
的举措、更加高效的服务，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
投资者和创业者，让每一位投资者感受到满满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大足区多维优化赋能营商环境

发展“沃土”长出企业“繁花”

航拍大足高新区。

重庆重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大足区纪检监察干部深入企业了解惠企政策、改革措施落地情况。

大足高新区文创园区。（本版图片均为新渝报资料图）

大足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前来办理
业务的市民答疑解惑，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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