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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处

  主动服务  精准服务  长效服务
全力为基层企业排忧解难

深化开展“三服务” 创先争优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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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节

过
程 • 围绕对口联系点，做到“全覆盖”

深入企业，面对面摸排调研

• 围绕省领导交办事项，做到“全落实”

• 围绕中心工作，做到“深到底”



深入企业，面对面摸排调研
一

一

过
程

二

三

（一）围绕对口联系点，做到“全覆盖”

服务

内容

l厅领导带队先后两次赴对口联系的5个县（市、区）开展“三服务”
活动
l实地走访柯桥蓝印时尚小镇、暨阳电子科技年产 2 亿只新型电子元
器件项目、诸暨大唐袜艺小镇、诸暨友地金属加工生态园、浙江袜业
有限公司、上虞龙盛研究院、新昌新和成集团公司、嵊州盛泰纺织产
业园等重点平台、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15个

收集

解决

问题

企业和园区共反映问题18个

l 现场解决的4个

l 协调我厅相关处室正在解决的6个

l 协调省级有关部门正在解决的8个



深入企业，面对面摸排调研
一

一

过
程

二

三

（二）围绕省领导交办事项，做到“全落实”

服务

内容

l今年以来省领导“三服务”过程中征集到的问题和省两办交办的有
关事项
l主要包括“加大对嘉兴市传统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支持”“台
州、衢州多个企业提出的‘亩均论英雄’评价体系建设问题”“给予
温州市在督查激励工作更大支持”“加强指导台州温岭市泵业集群打
造建设”“杭州滨江长川科技提出的加快谋划打造安防世界级产业集
群”等

收集

解决

问题

涉及3条工作主线11个具体问题

l 联合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及时认真做好服务

l 上半年涉及的11个问题都已按节点落实

l 还2次赴工信部规划司就有关事项进行对接汇报



深入企业，面对面摸排调研
一

一

过
程

二

三

（三）围绕中心工作，做到“深到底”

服务

内容

l聚焦全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亩均论英雄”改革、淘汰落后产
能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工作、中心工作
l向11个地市和35个县（县、市）转升办发放问卷书面征集存在问题，
协调化解
l“一企一档”排查落后工艺装备问题
l走访22个县（市、区）的60多个企业（平台、项目），深入挖掘问
题，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

收集

解决

问题

l共征集11个市、35个试点县（市、区）相关问题与建议98条

l形成《我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对策
建议》调研报告，得到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l协调省科协派出专家组，服务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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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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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效 • 针对传统制造业改造持续优化提升问题

力求实效，点对点解决问题

• 针对企业人才要素制约问题

• 针对淘汰落后产能问题

• 针对资源要素制约和数据共享不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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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力求实效，点对点解决问题

（一）针对传统制造业改造持续优化提升问题

1、做好重点行业整体服务

l  在今年3.21响水爆炸事件后，根据省领导重要指示要求，我们重点调研绍兴市上虞区，走访了浙江龙盛、闰

土股份等重点龙头企业。

l配合上虞区修改完善化工行业改造提升“1+5”政策体系，会同材料处提出建议。

l7月11日，吴君青副厅长召开专题碰头会，明确由产业处会同材料处等厅内有关处室，协助上虞区于7月18日下

午对方案和标准进行全面论证，为全省提供样板。

2、做好点上问题化解

l  结合准备全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现场会和高兴夫副省长重点课题《加快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实践和路径研究》，深入基层调研，现场协调解决企业有关问题。

l竹木地板生产企业浙江天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反映材料黏合问题，影响产品升级，我们马上联系省科协塑料工

程学会专家与企业技术人员及时对接，帮助解决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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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实效，点对点解决问题

（一）针对传统制造业改造持续优化提升问题

3、做好10大领域问题征集化解

l 围绕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过程中数字化

转型、资源要素、政策机制、营商环境等

方面，向全省11个设区市和35个省级试点

县（市、区）征集相关问题与建议。

l 共征集11个市、35个试点县（市、区）相关

问题与建议98条，集中在10个领域。其中，数

字化转型方面17条，资源要素方面45条，政策

机制方面17条，营商环境方面10条，其他方面

9条。

l 我厅在“三服务”总体方案中将35个省级试

点县（市、区）作为了厅领导带队联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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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实效，点对点解决问题

（二）针对企业人才要素制约问题

1、开展“千名专家进万企”活动

l在“三服务”过程中，走访的企业80%以上反映高层次人才紧缺问题。

l 4月、5月产业处会同厅人事处、企业服务中心，两次赴省科协面对面交流研究具体措施。

l重点面向传统制造业绍兴综合试点和48个分行业改造提升省级试点，开展“千名专家进万企”活动。

l专家组累计已赴10多个县（市、区）现场对接，累计向企业征集问题199个，协调院士、学会专家等100余人

次与企业对接联系、帮助解决问题。

2、谋划“亩均论英雄”人才创新板块

l 亩均大数据平台二期建设谋划中，计划建设产业人才地图、产业创新地图，建立空间要素数据库，指导各地、

园区、平台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人才制约问题和产业转型升级问题。

l  我们多次跟省委人才办、省科技厅、省人社厅进行衔接沟通，按照当前方案，今年底前我厅将首次成为全面

掌握全省产业人才数据和创新数据的部门，将在全省人才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也将是全国第一个可以引领产业

人才工作的省级经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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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实效，点对点解决问题

（三）针对淘汰落后产能问题

1、指导地方核查处置机械行业中频炉
l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明确为
“淘汰类”落后生产工艺装备的无磁轭（≥0.25吨）铝壳中
频感应电炉。
l产业处、装备处牵头开展机械行业中频感应电炉核查处置
工作。
l4月、5月，丛培江副巡视员率产业处和高端装备处及专家
团队分别赴湖州、温州、台州等地，先后走访10余家企业。
l邀请省铸造业协会专家参加服务、现场诊断，提出企业设
备整改意见，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2、认真做好政策解读和全省排摸
l 排摸制定“1000、10000”年度工作计划。
l 服务丽水飞洲电缆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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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实效，点对点解决问题

（四）针对资源要素制约和数据共享不畅问题

1、指导各地开展分行业评价
l针对部分地区“亩均效益”综合评价太粗放、不考虑行业差异问题。
l 加强精细化管理，开展分行业评价。

2、加快完善企业资源要素优化政策

l针对省级政策不健全问题。

l研究起草《关于加快推进制造业企业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若干意见》。

3、拓展20个部门数据共享
l 针对跨部门数据共享不畅问题。
l在去年10个部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反复沟通协调，联合20个部门制定《“亩均论英雄”改革有关数据交换共
享实施方案（2019版）》。

4、对全省工业企业运行问题及时预警

l 完善“亩均论英雄”大数据平台监测预警功能，用电量、纳税额、销售收入等指标监测。根据厅领导要求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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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节

体
会 • 3点感受

围绕长效，实打实服务基层

• 2点建议



二

三

体
会

一 围绕长效，实打实服务基层

3点感受

1

企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担忧。

部分龙头企业强制要求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一起到海外设厂，

未来2-3年海外的产能将替代一部分国内出口，产业冲击。

2

企业对政策不稳定、一刀切的环境担忧。

部分地方政策不稳定、一刀切现象仍然存在，一些企业新增投资

或者技术改造处于观望状态，短期内不敢加大投资。

3

企业对配套不完整、不成熟的生态担忧。

绍兴盛鑫印染有限公司等一批印染企业，柯桥蓝印时尚小镇、嵊

州盛泰纺织产业园等企业和园区，提出当地集中供热、污水废物

处理等公用工程配套能力不足，企业无法进行满负荷生产，也不

敢扩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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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围绕长效，实打实服务基层

突出重点问题，加强产业链诊断服务，打造核心产业“生态优势”

围绕重点产业，加强对龙头企业、产业平台在国际化经营、市场开拓、“卡脖子”

技术、资源要素配套等方面调研，针对重点问题，提出破解举措，打造良性产业生

态。维护核心产业链，就是维护整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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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建议

突出长效机制，利用数字化提升服务，推动问题发现化解“最多跑一次”

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经信”“亩均论英雄”大平台、惠企平台等，充

分发挥数字化作用，完善服务体系，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梳理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提高服务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不为走访而走访，不搞重复性服务，防止碎片化、

运动式、反复走，努力实现基层企业问题发现解决“最多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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