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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当 前，我市各地工业企业、农业企业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经申请获批有序复工复产。在

中心城区，入驻商务楼宇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具

有集聚办公的特殊性，如何做到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两不误”？楼宇属地主体及物业又如

何开展服务？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探访了我市

现代服务业企业集聚平台——紫峰大厦。

3 月 6 日下午，记者来到
位于独秀大道与皖江大道交
叉口的紫峰大厦，疫情期间，
大厦实行一门进出，物业安
排专人对进入人员进行体温
检测和信息登记，对公共区
域定时消毒。

该大厦为我市东部新城政
企共建的楼宇平台，也是我市
重要的现代服务业企业集聚
平台，累计入驻企业 154 家。
截至 3 月 6 日，大厦已复工企
业105家，返岗约1200人。

自 2 月 10 日起，这些楼宇
企业经向迎江区商务部门提
出申请并接受商务、卫健、市
场监管三家部门组成的联合
验收小组验收后，陆续恢复运
营，该区现代服务业专班为企
业复工提供代办服务。

位于紫峰大厦B栋的安徽
伟达集团，于 2 月 11 日正式复
工。记者采访时，该企业已基
本实现全面复工。

复工之前，该企业按照我
市商贸企业复工相关要求，通
过电话、微信对复工人员春节
假期活动进行了摸排，储备了
口罩、体温计、消毒液等防护
物资，制定了疫情防控和复工
方案，并每天安排专人对办公
区域进行消毒。2 月 8 日，该
企业通过专班提出复工申请，
经2次现场验收后获批复工。

“我们现在日常除了做到
为员工配发口罩及一天2次测
体温、对公司一天 2 次全面消
毒等基本防控措施外，还暂时
取消门禁和指纹打卡，调整工
作时间，为员工午餐加热及订
餐提供便利，设置了口罩回收
专用垃圾桶，设置了临时隔离

室……”企业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该企业所属建设公

司加强对各工程项目部的督
查指导，各项目部按照当地建
设主管部门要求，做到安全措
施、人员安排、物资保障、卫生
整治、围档设置“五个到位”，
所有在建工程项目现已陆续
复工。

迎江区以现代服务业为首
位产业，楼宇平台入驻企业共
1073 家，目前已复工企业 500
余家。为防止因企业复工带
来的人员办公聚集影响，该区
分类指导企业落实好防控方
案，合理安排员工轮班。一些
企业还针对疫情防控，将原有
线下经营业务搬到线上运行。
在紫峰大厦返岗的约 1200 人
中，约有一半的企业员工实行
居家办公、“云上”服务。

作为我市首个“独角兽”企
业，在安庆博鳌纵横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汇桔网）办公区，除
了一片标志性的橙色，几乎看
不到工作人员，但该企业已经
实现全面复工。

这是一家拥有 40 余人的
现代服务业企业，但目前办公
室每天仅有业务、财务、人事
等5人实行值班制办公。

“我们长期服务 300 多家
企业客户，提供专利申请、商
标注册、版权确认等业务服
务。疫情期间，我们尽量减
少客户、员工来服务中心的
次数，我们开放了云上办公
系统，向客户推送了 APP，我
们 20 余人的商务团队居家办
公，直接和客户线上对接。”公
司商务总监许文说。

记者 罗少坤

记者探访楼宇企业复工情况

防控不松 “云上”服务

“我作为一名党员，应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我作
为一名‘安庆好人’，更应该
为 抗 击 疫 情 贡 献 自 己 的 绵
薄之力……”3 月 2 日，市民
慈 晓 飞 来 到 大 观 区 荣 升 社
居委，将 2000 元捐款交到社
居委党委书记焦岚的手上。

慈晓飞是省道 332 安庆
西超限超载检测站的工作人
员 ，自 2007 年 以 来 ，他 多 次
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先后获
得 全 国“ 无 偿 献 血 奉 献 奖 ”
金、银、铜奖，2015 年他被授
予“安庆好人”称号，2016 年
被表彰为“安庆市岗位学雷
锋标兵”，2017 年获得“安徽
好人”提名奖。慈晓飞的家庭
也 曾 被 安 徽 省 总 工 会 评 为

“全省职工文明家庭”。
慈 晓 飞 热心公益事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积
极 投 身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1 月
26 日，慈晓飞所在单位接到

市交通运输局疫情防控指挥
部命令，需派人到大龙山卡
点全天候驻守，慈晓飞准时
前往卡点值守，后来又按照
上级指令转场眉山联防联控
卡点，负责对过往车辆和人
员 进 行 逢 车 必 检 、逢 人 必
测。“您好，请您摇下车窗玻
璃，配合检查。”“同志，请问
您从什么地方过来？车上有
几人？请出示身份证。”这样
简单的询问慈晓飞每天要重
复无数遍，但他总是一丝不
苟 ，不 放 过 一 个 细 节 、不 容
一 点 差 错 。有 天 夜 里 ，当 大
风掀翻了卡口的简易帐篷，
慈晓飞和同事们依然顶着刺
骨的寒风坚守岗位。

疫 情 期 间 ，慈 晓 飞 希 望
为防控疫情尽自己所能，他
想 到 了 为 抗 击 疫 情 奉 献 爱
心，于是他捐款 2000 元交到
荣升社居委。

通讯员 鲁戈

病毒无情人有情

“安庆好人”献爱心

3 月 7 日，怀宁县石镜乡 20 多名妇女在山
上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治。怀宁县广大妇女在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建设中，以朴素的
情怀和辛勤的汗水扛起“半边天”。在近期石镜

乡开展的松材线虫病防治中，妇女们和男人们
一样出力出汗，伐树木、运木料、清现场，用“她力
量”保护生态资源安全。

通讯员 檀志扬 许莹莹 摄

“她力量”保护生态资源

大数据“说话”
服务疫情防控

1 月 24 日，我市新增一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根据该患者回忆，当天曾
去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为快速准确
掌握该患者行走轨迹和接触人群，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向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发出协查工作指令，要求通过数字监
控，精确查找。

“我市一名市民确诊新冠肺炎，请
协查该市民活动轨迹。”当晚，市数据
资源管理局接到协查指令后快速响
应，通过患者姓名，调取网上办件记
录，快速锁定了时间和位置，再通过监
控回放，逐分逐秒“绘”出该确诊患者
轨迹，以及密切接触人员等信息，随即
上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为疫情防控
工作缩小了范围，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大数据作用于疫情防控，还不止
于此。

打开“皖事通”APP，将手机定位
切换至“安庆”，首页上可见“防疫专
栏”，点击后，该专栏包含“返程健康
登记”“空中课堂”“安康码”“复工人
员登记”“确诊病例分布查询”“疫情
防控”“返程健康管理”和“安康码核
验”8个子栏目。

这些上架的防疫程序，背后都是
大数据在作支撑。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资源科科
长丁超告诉记者，以“安康码”为例，除
了自己填写个人出行信息外，该程序
还接入了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新冠肺
炎确诊和疑似病例数据查询服务”和

“新冠肺炎可能密切接触者数据查询
服务”接口，共享国家数据库信息，填
报人在数据库中有过和疫情相关的接
触史，就算个人填报时隐瞒也不会出
现绿码，而会出现红码或黄码。

此外，针对老百姓最关心的病例
情况，还及时开发上架了“确诊病例分
布查询”。点开该程序自动定位后，自
动定位显示周边确诊人数和所在小
区。同时，根据确诊人数由少到多，以
黄、橙、红三色标出，非常直观。

“在疫情防控中，大数据不仅为疫
情排查、态势研判、复工复产等方面提
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也为普通老百
姓及时了解疫情发展带来了便利。”丁
超介绍，截至2月底，“皖事通”新增注
册用户达50.07万人。

大数据“跑腿”
提高“一张网”的速度

“2月 11日，准备材料，在市场监管

局工作人员全程电话指导下，第二天
将准备好的材料直接上传到网上审
批，当天产品备案号就拿到了，紧接着
又开始准备生产许可证所需材料，2月
13日就拿到了生产许可证。中间只跑
了一次，速度太快了。”说起申报新产
品隔离服的经过，安徽迈德普斯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周易赞不绝口。

该公司一直生产手术包、手术衣
等医疗二类产品，但疫情来袭，医务人
员急需隔离服，公司接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要求，生产隔离服，支援一线。然
而在公司生产范围里，并没有隔离服
这一项，而且隔离服又属于第一类医
疗器械，需要申办新产品。

按以往的流程，申报新的产品需
要先取得产品备案号，拿到备案号后，
才能办理生产许可证，一套流程下来，
需要 7 个工作日。然而这次，周易第
三天就办理好了生产许可证。

“网上审批速度保证了隔离服的
生产，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了安全保
障。”周易说。

在疫情防控期间，市发改委同样
将项目审批移到了线上。

市发改委行政许可科负责人何明
明介绍，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开展投资项目远程服务，推行

“不见面”“无接触式”审批，并向社会
公布发改委行政许可科的办公电话，
为办事单位、人员提供电话业务咨询，
实行电话预约、网上受理审批事项工
作机制，做到网上递交，电子化审批。
在专家评审环节，不召开专家现场评

审会，采用函审、邮件的方式保证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的正
常评审。

而在市税务局，为了提高网办效
率，将后台预审人员从过去 10 人增至
20人，每天要接咨询电话300个。

“最高峰时一天受理 2900 件，目
前网办事项达到 97.8%。”市税务局第
二税务分局局长彭申曙介绍。

速度之快，得益于相关部门全程
电话指导，也得益于“一张网”的网
办速度。

记者在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了解
到，疫情期间，我市充分依托安徽政务
服务“一张网”的张力，在全面推进“全
程网办”和邮寄服务的基础上，增设

“全程网办”和“办好一件事”专栏，保
障“企业开办”“工程建设项目”等重点
栏目正常运行，实现疫情不出门，企业
开办不耽误、社保信息网上查、住房公
积金在家提等便民网上服务。

同时不断精减优化流程，提高电
子材料和电子印章的集约化，稳步推
进“掌上办”和“自助办”，公积金缴存
证明、临时身份证明出具、不动产登
记证明、无房证明、房屋网签备案证
明出具等高频业务实现“即来即办、
即办即走”快速办结。

据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统计，截至
2 月底，市本级网上受理 34720 件，网
上 办 理 率 达 94.3% ，电 子 印 章 调 用
151588 次，咨询预约电话 14377 次，预
约办理服务 2034 件，“皖事通”累计
注册人数突破 101.7万人。

特事特办
大数据也有温度

在安徽迈德普斯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递交材料过程中，市市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窗口工作人员汪敏发现，其
中有一份资料并不完善，还要修改。

“原先，需要修改完善才能进行
下一步审批，但疫情期间，因为这是
为一线提供物资保障的项目，所以特
事特办，实行先发证，材料容后再
补。”汪敏介绍。

疫情防控期间，在市政务服务中
心里，这样的“容缺”办理并非个例。

记者在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了解
到，为确保政务服务不出现断档，按
照“线上、线下”齐头并进的工作思
路，该局加强与窗口单位的衔接，及
时调整充实网上预审和电话咨询预
约的工作人员；同时，以事项办理

“轻、重、缓、急”程度，对涉及医疗设
备、防疫物资、农药、化肥生产、医
师、护士注册、大病医保用药、复工
复产企业、重大建设项目等重点领
域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容缺”办
理、特事特办。

与此同时，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的事项审批同样饱含温情。

市民徐某患有结肠癌，术后，需
要服用名为贝伐珠单抗的药物，通过
向市医保局申请特殊用药后，方能列
入医保范围。

通过电话预约，现场递交材料，
徐某的特殊用药申请当天递交，当
天开通。“病情不等人，早一天纳入
医 保 ，就 早 一 天 减 轻 患 者 治 疗 负
担。目前特殊用药申请都是当天受
理、当天开通。”市医保局窗口首席
代表范昌震介绍。

此外，为了提高受理、审批效率，
同时减少人员聚集，市医保局采取预
约制，每天的名额以每20分钟受理一
件计算，平均分配到每天工作的 8 小
时里，从而控制人流，错时办理。

记者在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了解
到，针对一些年龄结构偏大，不会网
上办理的“特殊”群体，市政务服务
大厅专门开辟了现场业务咨询和预
约办理服务两个独立的区域，划定
安全“一米线”，实行测温、验码、凭
号进入。同时，通过咨询电话和网
上咨询回复等多种渠道，积极引导
企业和办事群众网上办理，对一些
已明确延期办理的非紧急事项，加
强政策宣传解疑，及时进行劝导和
错时分峰办理，从源头上做好“管
控”，避免人员产生聚集。

让大数据“跑腿”“说话”
——疫情防控期间政务服务观察

记者 常艳 通讯员 音涛 杨岚

对于新办医疗类产品生产许可，市市场监管局的专业人员开展电话全程指导服务，并
采取“容缺受理”；市发改委推行“不见面”“无接触式”审批；市税务局将后台预审人员增
加一倍；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开发上架“安康码”“确诊病例分布查询”，利用大数据助力疫
情防控；市政务服务中心采取预约办理、错峰办理……在全面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推
进复工复产的工作中，我市疫情防控和政务服务不断档，速度与温度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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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民 在 市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门 前 扫 码 下 载“ 皖 事 通 ”
APP 后申领“安康码”。 记者 常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