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我市在开展“信用交通
市”建设工作实施信用监管，全年责
令2家运输企业停业整顿，帮助失信
企业修复失信记录1373条，完成修
复“清零”失信企业100%，共吊销
《道路运输证》45本，上报超限超载
严重失信“黑名单”3例。（《安庆
晚报》5月19日）

失信必须受到相应的信用惩戒，
这是建立信用社会的首要前提，也是
打造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但也应看
到，在对失信主体的管理上，存在着重
进轻出的问题，失信主体被列入失信

“黑名单”后，相关退出机制不够完善，
由此导致进入“黑名单”后退出难。尤
其是在一些失信不是很严重，乃至并
无恶意失信的情况下，一系列的信用
惩戒会大幅提升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
成本，这就会严重抑制市场主体活
力。因此，允许失信市场主体有条件
地修复信用，有利于创造约束有度、宽
松有序的市场环境，也有利于创造更
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

对绝大多数失信主体来说，他们
并不想走到失信这一步，更不想被列
入失信“黑名单”。所以，一旦被列入
失信“黑名单”，受到一系列的信用惩
戒，都非常期待改善自身形象、消除不
良影响，能拥有信用修复的机会，使生
产经营能够回归正常轨道。这就要求
我们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在加大
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的同时，不断增
强信用修复的弹性，使失信惩戒、信用
修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信用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
到许多具体而细致的问题，需要政府
各部门联合推动。通过对失信对象采
取信用修复的补救行为，允许失信人
在特定情形下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减
轻联合惩戒对当事人的影响。作为失
信主体的自我纠错机制，信用修复不
是给失信主体“断后路”，而是“谋出
路”。其目的不在于简单惩戒失信者，
而是让更多人认识到守信的意义、信
用的价值，进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行稳致远。

信用修复推动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行稳致远
孙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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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
悉，近日，我市印发《安庆市“三
公里”就业圈实施方案》，钱牌楼、
天桥、菱北等18个社区为首批试点
社区。（《安庆晚报》5月19日）

就业是民生之本，乐业才能安
居。对群众来说，在家门口就业，
既能节约家庭开支，又能凝聚爱情
亲情，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民
有所盼，政有所应。我市听民声、
顺民意，在18个社区同时开展打造

“三公里”就业圈试点，拓展更多更
好的家门口就业岗位，确保就业者
在最短距离、最小半径就能上班赚
钱，美好愿景值得期待。

安庆是一座敢为人先的城市，

过去，无论是低空开放试点、殡改
试点，还是公交都市试点、“科创安
徽”城市试点……系列试点都出经
验、出成绩、出亮点，这次打造

“三公里”就业圈试点也要一马当
先、当仁不让，既要大力创新“政
府主导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线上
线下联动”的公共就业服务模式，
又要总结完善形成“三公里就业圈”
整套行之有效工作制度；既要蹚出一
条对重点群体实施就业帮扶的路子，
又要开辟多个通道，强化“三公里”
就业圈业务培训……积极稳妥地推动
试点行稳致远，为打造“三公里就业
圈”提供更多“安庆经验”。

“三公里”就业圈试点，绝不是

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好干，是为了
总结经验，推动家门口就业开展
的。为此，要敢于善于拔硬钉子，
捏硬柿子，才能求突破、出效果。
而多措并举提供“三公里”内的

“就业岗位”就是试点中必须要捏的
“硬柿子”。一方面，要大力改善营
商环境，辅之于惠企政策支持，兴
办一些特色产业、“微型企业”、“移
动工厂”，为社区群众铺就“最佳就
业路”；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扶贫
车间”、开发“公益岗位”，为重点
人员就业托底。

坚持“问题导向”是搞好“三
公里”就业圈试点的关键。试点中
要杜绝“胡子眉毛一把抓”，把“问

题导向”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和切入
点，在试点的每一阶段，列出“问
题清单”，落实“责任清单”，督查

“整改清单”，从化解一个个问题入
手，促进试点稳打稳扎，不达目的
不收兵。

时光不等人，实干出佳绩。让
我们以系统思维、精准施策实现力
量聚合、经验整合，着力把试点变
成亮点，把先行变成先成，把试验
变成示范，着力打造“三公里”就
业圈“安庆样板”。

让试点成亮点 打造“安庆样板”
艾才国

疫情之下，生意受到冲击，
租金压力成了众多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的心结。为解决疫情
冲击下的生存之难、发展之困，
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
租减免的政策及时出台。截至5
月10日，安庆惠及国有房屋承租
户 5104 户 ， 共 计 减 免 房 租
5262.83万元。（《安庆晚报》5
月18日）

疫情之下，助企纾困就是帮企
稳企，不仅是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
关的必要举措，更是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呈现更多生机的重要途径。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助企惠
企措施加大支持企业力度，是提
振企业发展信心最需要的“及时
雨”和“定心丸”。稳企业就是稳
经济。市场主体是当前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
一环，在经济发展上市场主体发
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企业
能否走出疫情影响，保持生机与

活力，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和可持续性。

出台助企惠企政策是“谋”，
谋定之后就要快速而“动”。所谓
谋定而动，就是狠抓落实。助企
纾困关键在落实，落实不到位，
政策成效就打了折扣，就会贻误
工作、贻误发展，既消解了政策
效应，也会影响市场主体发展信
心。既然落实如此重要，我们就
应在抓落实上多发力。既要加强
监督，也要倾听基层的心声。具
体而言，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对助
企纾困政策落实情况，通过电
话、邮件、深入企业调查等方
式，问问企业有没有享受到相关
纾困新政。同时，开通企业反馈
渠道，让企业能够随时随地向上
反映纾困新政落实不到位问题，
以及落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因此，在抓落实上，必须要
把抓早、抓快、抓好、抓实摆到
更加重要的位置，早发力、快发

力，抢时间、抢机遇，从而有效
助企业、稳经济、保民生、保稳
定、促增长。不能口号震天响，
就是不见行动；不能只听楼梯
响，不见人下来；不能墨守成
规，要创新方式方法。要在怎样
抓落实最有效、最便捷、最有力
上多想可行之法，多出推进举
措，多听民声民意，让落实都能

“看得见”。
疫情之下，市场主体遇到的

困难需要政企合力，惠企助力。
我们在工作中既要有谋定而动的
思考力、决策力，还要有谋定快
动的执行力、行动力，把一项
项、一条条助企惠企措施不折不
扣地执行到位，落实到位，直达
每一个市场主体，为社会经济发
展夯实基础，注入强动能。

谋定而动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动能
孙维国

据 5 月 24
日 《北京青年
报》报道，为提
升自己企业的知
名度，江苏东台
市企业主张先生

花费数千元用于“优秀企业”网络
投票，虽然独占鳌头，却最终发现
这是一个“野鸡”投票活动。接到
报警后，警方侦查发现张先生参加
的所谓“江苏省十佳机械公司网络
投票大赛”其实是一场骗局。警方
捣毁该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30 余名，涉案金额达 300 余万
元，受害企业多达上千家。

（作者：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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