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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雄代表： 

  您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借力民营经济发展吉林助力处

于困境中的民营企业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建议由省领导及相关部门组织调研，了解具体情况，并定期邀请有代表
性的商会协会及企业法人座谈及现场办公。此项工作已纳入省领导联系民营经

济工作机制。由原来省政府领导联系民营经济工作，确定为省委常委各牵头联

系一个市（州）和所属县（市）及部分民营企业，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中的

困难和问题，以此示范带动全省构建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目前省市县

三级政府领导共联系民营企业达 2263 户。此外，该项工作省委、省政府领导高

度重视，已写入 4 月 13 日印发的《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营造更

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三十二）提出：健全完善联系服务制度。各级、各部门要把支持民营经济改

革发展作为重要职责，继续落实省领导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制度，由省委常委带

头，每名省级领导联系 1个地区和所属县（市）及部分重点民营企业，一级带

一级，高位统筹为企业排忧解难（省工信厅牵头负责，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配合）。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促进政策落

地生根，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省工信厅牵头负责）。工商联等各人民团体

和协会商会要发挥在企业与政府沟通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与企业的联

系。（省委统战部牵头负责）意见（三十三）提出：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政府

部门应当主动听取和采纳企业、有关协会商会对政务服务的意见建议。各产业

行业协会会长单位等民营企业、商会组织可列席省级召开的相关会议（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分别负责）。定期召开行业协会会长专题会，研究行业发

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各相关业务主管单位和行业管理部门牵头负责）。推行

“政商直通车”，公布从乡镇到省级领导的服务电话和信箱（各地政府及相关
部门分别负责）。以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为基础，建立集政策解读、企业

诉求疏解等功能为一体的民营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畅通沟通渠道，构建部门联

动的协调解决机制，及时回应和解决民营企业合理诉求（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

局、省工信厅分别负责）。统筹各地、各部门编制政务服务清单并向社会公



布。出台《吉林省开展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方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牵头负责） 

  2.建议组织有专业性专家领导小组针对性地为困难企业协调解决生产经营

发展中遇到的典型问题。《意见》第（三十三）提出：推行“政商直通车”，

公布从乡镇到省级领导的服务电话和信箱（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分别负责）。
以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为基础，建立集政策解读、企业诉求疏解等功能为

一体的民营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畅通沟通渠道，构建部门联动的协调解决机

制，及时回应和解决民营企业合理诉求（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省工信厅分

别负责）。统筹各地、各部门编制政务服务清单并向社会公布。出台《吉林省

开展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方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省政务服务和数

字化局牵头负责） 

  针对专家服务企业，今年省工信厅继续开展“管理专家企业行”活动，组

织专家团队深入到各地区开展管理咨询诊断，为企业解决生产经营、管理创新

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此外，企业也可通过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96611”服务热线向政府部门反映生产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典型问题，各部门帮

助企业解决问题。 

  3.建议由党委政府协调金融、税务、软环境办、商务、工信、科技、教

育、社会保障、市场监督、法院、检察院、公安等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好企业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意见》（三十五）提出：要加强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全省
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做好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组

织领导和工作协调（省工信厅牵头负责）。各级党委、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单

位要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工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推动，确保工作落实

（各级党委、政府分别负责）。各市（州）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的实施细则并按规定报备（省工信厅牵头负责，各地政府配合）。各

级、各部门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克服困难、创新发展方面的工

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考察范围。持续推进民营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创

新活动方式，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有效融合，助推企业高质量发

展。（省委组织部牵头负责） 

  下一步省直各有关部门还要深入企业解决问题，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一
是优化政务环境。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放管服”“最多跑一

次”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清理、精简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做到“一套材

料、一窗受理、一表登记、 一网通办”。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坚决防止以环保、安全等问题为由“一刀切”式关停企

业的做法。继续加大清欠力度的同时，加快建立清理和防止拖欠账款长效机

制。二是优化市场环境。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坚决砍掉不合理的市场

准入限制，坚决打破各种“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凡是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凡是妨

碍市场公平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都要坚决进行清理;凡是妨碍民营企

业公平竞争的人和事，都要坚决进行纠正。三是优化法治环境。公安机关对干

扰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动，侵害生产经营者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违法行为，

及时依法处置。审判机关、监察机关坚持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保



护平等和发展机会平等的原则，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今年，省委政法委牵

头推出了《关于民营企业及经营者轻微犯罪依法免责免罚清单》，敏锐把握我

省社会脉搏，顺应民营企业家的热切期待，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下一步还要

严格规范涉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案件处置法律程序，依法慎用留置、拘留、

逮捕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经营活动的损害及

影响。四是优化人文环境。企业家队伍是吉林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各级党委、

政府要真正把企业家当成“自己人”，对企业家高看一眼、厚爱三分。要充分

听取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省委、省政府涉及经济决策的会议可以邀

请企业家参加。出台涉企政策，征求民营企业家的意见。每年利用“企业服务

周”等活动，大力宣传企业家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

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落实领导干部包保帮扶企业责任，目前每名省级领导要
联系一个地区和所属县(市)及部分重点民营企业，一级带一级为企业排忧解

难。继续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组织各级干部深入企业，与企业共同

研究解决问题，当好企业的“店小二”、服务员。要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工作导

向、以企业感受为衡量标尺，加快推动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痛点问
题。 

  还要加强部门间组织协调，做好民营企业服务保障。一是完善精准有效的

政策环境。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体

系，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健全民营企业融资增信体系，建立清理

和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强化政策落实，结合贯彻《吉林省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条例》《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
于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意见》和新出台的《中共吉林

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

见》等文件，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二是加强组织协调。充

分发挥全省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做好对民营经
济发展的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加强对规划落实情况的监

督检查，统筹安排民营经济各项工作，分层次、有侧重地推进规划各项任务的

落实，确保取得实效。健全行业管理体系，调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服务组

织的积极性，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进规划的贯彻和实施。加大

宣传力度，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 年 6 月 24日 

  （联系人：李莹洁 电话：0431-88904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