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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应急管理厅   

优化营商环境 10 项措施（试行）》的通知  

吉应急政策法规〔2023〕131号 

各市（州）应急管理局，长白山管委会应急管理局，梅河口市应急管理
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系列决策

部署，进一步推进全省应急管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省应急厅研究制定了《吉
林省应急管理厅优化营商环境 10 项措施（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

好贯彻落实。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切实增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以

“提质增效”为目标，围绕行政审批、安全监管、行政执法等重点工作环节，

谋实事、出实招、做实功、求实效，全面提升各项工作的服务水平，努力打造

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和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满
意度。    

  请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应急管理局接到此通知后，立即将文件精神

转发至及所辖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   

      

      

      

                               吉林省

应急管理厅   

                                2023

年 7月 31 日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优化营商环境 10 项措施   

（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聚焦建设更

加优越的营商环境体系，进一步提供安全便捷、高质高效的为民便企服务，现

提出以下政策措施。   

  一、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完善政务服务事项网办流程，深度优化

“不见面”网上预审和业务指导工作程序，实现除煤矿外的全部行政许可事项

办理过程“零跑动”。   

  二、推行行政许可容缺受理。编制并公布可容缺受理的政务服务事项清

单，明确事项名称、主要申请材料和可容缺受理的材料。申请人申报材料符合
容缺受理条件并作出书面承诺，审批部门立即受理，并进入审核程序，加快审

批进程。   

  三、进一步精减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办理行政许可事项，凡是审批部

门可自行获取，以及可复用、可替代的材料，一律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不再

要求申请人提交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知识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安全评价师复印件，由审
批部门根据企业提供的基本信息自行查询核验。   

  四、进一步压缩行政许可办理时限。对不需现场核查、专家评审的简单变

更事项（除煤矿外），办理时限压缩至 2 个工作日，将法定办理时限为 45 日的
行政许可事项（除煤矿外），时限全部压缩至 20 个工作日，为申请人提供更加

快捷便利的审批服务。   

  五、简化安全生产“三项岗位人员”证书领取程序。“三项岗位人员”考
核合格后，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申领获取电子证书，也可就近打印有效证

件。   

  六、开展证书到期提醒服务。提前梳理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信息，在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3个月，政务服务人员向企业发送提示函

或电话通知企业及时申请延期，告知申请延期流程和证书过期风险，避免影响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七、拓展应用非现场监管检查方式。综合运用全省煤矿、尾矿库、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险源等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开展非现场巡查检查，逐步提

升非现场执法比重，减少现场检查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八、减少多头多层级重复执法，实行包容监管和企业自查整改问题免罚。

统筹执法计划编制，建立省市县执法衔接机制，合理划分事权。按照风险等级
对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督检查，对风险等级为“一般”的重点企业实行日常监

管，原则上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风险等级为“低”的重点企业实行

服务指导，原则上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对近三年未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和守信的企业适当减少执法检查频次。对于企业自查

及时发现的一般问题隐患，已经制定整改方案正在整改的，依法不予行政处

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对纳入不予处罚事项清单的轻微违法行为一律不予处

罚。制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发现违法行为属于清单所列事项且符合适用

条件的，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九、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开展帮扶服务。聘请专家或委托安全生产技术

服务机构，为企业开展专家会诊和安全体检服务，深入企业开展普法宣传，宣

讲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生产安全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组织安全基础好

管理水平高的企业与“差”的企业结对帮扶，指导帮助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

平。   

  十、帮扶失信企业加快信用修复。对“黑名单”管理期限届满的企业，提
前 30 天向属地发提示函，提醒尽快摸排企业整改情况并及时移出。对符合信用

修复条件的企业，引导其在相关网站进行信用信息修复，帮助企业尽快消除不

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