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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经验

  沾益区

“办不成事”窗口解民忧

人开办诊所的意愿很强烈，沾益区“办

不成事”服务站主动与孙秀良联系，安

排专人对接服务。

“在不违反政策法规的前提下，

我们带着老人把开办诊所的流程走了一

遍，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争取帮助和

支持。”赵海波说，前前后后忙了一个

月，孙秀良还是未达到条件，最终因没

有医师执业证未能开办诊所。但他在这

个过程中逐渐从理解到感动，起初的不

解和埋怨情绪烟消云散。

办成一件事解决一类事

为更好发挥“办不成事”窗口和服

务站作用，2022年6月，沾益区委组织

部在区直机关工委下组建成立了机关功

能型党委“沾益区政务服务联合党委”

（以下简称“联合党委”）。2022年

8月23日，“办不成事”服务站接到当

地一家洗煤企业的“办不成事”申请。

该企业负责人在办理项目水土保持行政

许可手续时被告知，除企业现有洗煤项

目的水土保持方案外，还要补交该项目

“前身”项目的水保方案。

可调查发现，《云南省水土保持条

例》2014年出台后，近些年不断修订完

善，对企业办理水保手续的要求越来越

严格。但在本案中，该企业现有项目批

文手续合法合规。经过会商，“联合党

委”认为不应该让企业承担历史遗留问

题的后果，并给出最终解决方案：先对

企业已提交的现有项目水保方案按流程

接件开展行政审批工作，尽量避免影响

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与此同时，

“联合党委”又将其他几起涉及水保方

案的案子并案研究，梳理分类不同情

况，争取在解决个案的同时，为一类问

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据介绍，沾益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还将“每个服务窗口都是‘办不成事’

窗口的主体责任”这一理念融入政务

服务工作中，实行首问负责制，创新推

出“保姆式”项目代办、“中午不打

烊”、进村入户办理农机注册登记等暖

心服务，力争让企业和群众在办理业务

过程中遇到的扯皮推诿现象越来越少，

办事效率越来越高。

本刊记者 谭江华  

2022年4月，曲靖市沾益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在政务服务中心

开设“办不成事”窗口，集中受理和解决政务服务事项中的“疑难杂

症”，切实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努力为群众办成事

2022年6月，一直在外地经营民营医院的郝金华，打算回老家沾

益区开一家内科诊所，当他来到沾益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诊所执业备

案时，却在名称核准环节上出了岔子。

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个人设置的医

疗机构名称应当含有个人的姓名。郝金华申办的营业执照名称为“沾

益西平郝金华内科诊所”，但“金华火腿”是国家驰名商标，登记系

统显示“金华”字样为“禁止使用、一级”，无法按此字号为他办理

营业执照。面对此难题，郝金华被引荐到“办不成事”窗口。经过工

作人员的积极协调，终于将诊所名称命名为“郝医生内科诊所”，诊

所如期开业。为表示感谢，郝金华赠送给“办不成事”窗口一面印着

“小小窗口殷殷为民”的锦旗。

据沾益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办不成事”服务站站长赵海

波介绍，设置“办不成事”窗口，主要是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过程中

遇到的疑难事项和复杂问题，努力争取为群众办成事。

带群众亲历“办不成事”

“窗口虽小，解决的却是群众身边的大事，让企业和群众遇事有

人管、不白跑、能解决。”赵海波说，“办不成事”窗口虽然不能为

群众圆满解决所有事情，但即便解决不了，也会让群众知晓解决不了

的原因。

“办不成事”窗口刚成立时，沾益区政务服务管理局社会事务科

窗口工作人员郑钦予接待了第一位群众——想要开办中医诊所的老人

孙秀良。经核查资料，孙秀良只有外省某乡镇的乡村医师执业证，没

有开办诊所必需的医师执业证书，不具备独立开办诊所的资质。一番

耐心解释后，孙秀良仍不理解，还跑到曲靖市有关部门反映。看到老

“办不成事”窗口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