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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柴勇：

加快建设三亚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先行区
本报记者 卢智子

身为一名市政协委员，柴勇深感荣幸，

他体会到政协委员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既是

荣誉又是责任，激励着他带着感情、充满激

情地去懂民心、会协商、善议政。今年，柴勇

将提交关于建设三亚市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先行区的相关提案。

柴勇表示，三亚作为海南省重要的核心

坐标城市，定位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的先行区，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

整体建设中具有关键的示范作用。“从供给

侧来看，三亚也存在短板问题，例如本地特

色化餐饮品牌尚未形成、酒店结构不合理、

民宿业发展不充分、旺季交通拥挤……”研

判先行区发展短板后，柴勇提出了自己的

建 议 ：准 确 细 分 市 场 ，实 施 差 异 化 产 品 推

广，提升国际化水平。强化人才吸引机制，

发挥人力资本的后发优势。要转变观念，

准确认识三亚淡季旅游市场潜力，均衡发

展三亚四季旅游。挖掘三亚特色文化为主、

包容多样文化的新项目，将三亚塑造成有文

化主题、有故事的城市，以文化旅游产业创

新项目带动全产业增值，培育三亚旅游消费

新热点。

优化营商环境，是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重要任务之一。三亚市委、市政府
对优化营商环境高度重视，采取一系
列有效措施，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在三亚市政协七届
六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们积极为三亚
优化营商环境建言献策。

营商环境优化，企业纷
纷入驻三亚

2019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在
头版头条以《海南以园区改革带动优
化营商环境》为题，重点聚焦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以极简审批促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人民日报》报道称，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中兴通讯三亚研究院研发中心
大楼 2009 年拿地，2010 年施工，2016 年
竣工，却因审批环节多、流程长，施工
许可等手续迟迟办不下来。如今，在

科技城园区改革后，不到半个月就把
施工许可等手续办好了，今年就可实
现入住。

2019 年 12 月，海南省出台首份优
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狠治“卡脖子”
顽疾，企业集中的园区成为改革重中
之重：一园一策，为园区量身订制个性
化扶持政策；把省市两级审批权限直
接下放给园区，实行极简审批。为此，
三亚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优化营商环
境。

作为海南面向世界的一张重要名
片，三亚自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以
来，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了不少世
界巨头入驻。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童
道驰在接受媒体记者专访时曾说：“我
到三亚工作后，世界 500 强企业来了
100 多家，其中 80 多家愿意来三亚投
资。”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三亚为海

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打造的营商环境
已经得到了认可。早前由德勤中国发
布的《三亚市营商环境评估报告——
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2019 指标
体系》中，三亚营商环境以 73.43 分的
得分位列全球模拟排名第 49 位。德勤
中国还预测，通过不断推动优化措施
的落实，三亚营商环境水平有望得到
明显的提升。

助力营商环境进一步改
善，把“最多跑一次”落到实
处

如何提升政务窗口服务水平，助力
三亚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

市政协委员刘锋建议，持续推进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服务流
程，不断简化办事环节和手续，简化申

请材料和压缩办理时限，改进“窗口”
机构的服务与管理，建立“便民高效、
公开透明”的审批程序，明确各项审批
事项标准，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
率。

一是拓宽涉企服务绿色通道，积极
营造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创新服
务模式，彻底简化办事流程。探索“一
事通办”，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
次办结的办事流程，把“最多跑一次”
落到实处，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企业
的生产效率。

二是着力推进标准化行政审批工
作 ，加 强 监 督 考 核 机 制 ，规 范 审 批 行
为，提高审批效率，深入推进审批精细
化管理，针对行政审批事项，设定申报
材料、审批流程、审查要素以及办结时
限等细化文件，逐步推行由“清单说了
算”“尽可能压缩人为自由裁量空间”
的审批程序，同时推行监督考核机制，

可以借鉴“银行业服务窗口客户评价
考核”等模式，对窗口办事的服务水平
尽可能做出准确的评价，进一步提高
行政审批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构建公平高效务实的
营商环境，给各类市场主体
吃下“定心丸”

市政协委员裴克山建议，构建公平
高效务实的营商环境，打造依法保护
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
加强企业权益保护、完善商事纠纷解
决机制来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给各类市场主体吃上“定心丸”。

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护、鼓
励和支持企业及其他经济实体的市场
竞争活动，大力提倡企业及其他社会

主体的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加强各
职能部门对市场运行情况的监管，加
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营
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优化信用环境，不断推进社会诚信
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及企业家自觉遵
纪守法意识，共同构建有利于企业经
营的市场环境。

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政府各部门
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以主动服务、优
质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构建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明确政商交往“正面清单”
和“ 负 面 清 单 ”，着 力 破 解“ 亲 ”而 不

“清”、“清”而不“亲”等问题。
加强宣传优化营商环境的新思路、

新举措和新成效，传播各级政府保障
和 促 进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的“ 好 声 音 ”和

“正能量”，切实营造优化营商环境的
良好氛围。

2019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
力的意见》，提出发展假日和夜间经
济。发展夜间经济，是旅游发展新业
态，培育新的旅游消费热点，寻找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有效手段，也是满足
国内外游客多样性的旅游需求。日
前，三亚出台《三亚市鼓励发展夜间
经济三年（2019-2021）行动方案》，将
打造一批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和夜间
经济集聚区，力争夜间经济试点区域
新增经营收入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比重达到 5%以上。

三亚如何发展“夜间经济”，以
丰富旅游业态，助推三亚旅游提档
升级，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建设？为此，市政协委员各抒己见，
为打造自贸港夜间经济三亚样板积
极建言献策。

三亚具有可观的游客基数和相
对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夜间
经济具有独特优势，且已具备一定
基础。

市政协委员、新华社海南分社
办公室主任郑玮娜建议，三亚发展
夜间经济，要做大优质供给的市场
增量。她建议三亚要进一步细分市
场，增加夜间消费的“菜单”，让市民
游客有更多的选择。其次，三亚发
展夜间经济，要服务市民游客的不
同需求。三亚每年的过夜游客超两
千万人次，三亚在发展夜间经济中，

要充分考虑到常住人口和外地游客
的需求差异，除了吸引外地游客的
旅游需求，要兼顾本地市民的日常
需求，实现更多的消费主体进入到
夜间消费之中，从而做大夜间经济
的蛋糕。同时，三亚发展夜间经济，

要推进城市治理的优化升级。夜间
经济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也是倒逼
政 府 部 门 提 升 治 理 能 力 和 治 理 水
平，完善配套服务的良好契机。建
议政府部门要把握好引导方向，加
大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程度，确保

各项政策实事求是，尊重市场规律、
尊重群众选择。

郑玮娜谈到，在夜间城市安全、
城市交通、垃圾转运、噪音污染、油
烟处理等环节，三亚要做好统筹规
划和末端处理，通过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保障夜间经济
的良性运转。

市政协委员、三亚市旅游饭店
协会会长刘凯强则建议，三亚发展
夜间经济要坚持高点定位和高端发
力，在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提升对外
影响力上做文章。通过宣传造势、
创新办节等方式，让三亚“夜间经
济”的知名度家喻户晓，引导市民转
变消费观念。同时，要增强文化特
色，打造“商、游、演、食、住”为一体
的文化商业中心，并对区域夜景整
体规划，利用光影效果激活传统景
观，联通标志性景点，营造“夜三亚”
美景。

市政协委员、海南海垦顺达置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赵 相 雨 建
言，三亚各级政府要以更高的政治
站位重视夜间经济，并发动力量、整
合资源，抓紧落实《三亚市鼓励发展
夜 间 经 济 三 年（2019-2021）行 动 方
案》，同时还要将夜间旅游真正纳入
城市旅游规划中，在三年行动方案
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出
台具体细则。其次，政府要充分发
挥引导职能，让旅游行业积极投入
到夜间旅游发展中。同时，融合文
化内涵开发旅游产品，为夜市“注入
文化血液”，夜间文化助力夜间旅游
经济，并充分挖掘三亚城市文化，以
城市文化为核心，以文化交流为主
要方式来研发旅游产品。

市政协委员为三亚营商环境建设建言献策：

优化营商环境
给各类市场主体吃下“定心丸”

本报记者 吴英印

市政协委员建议：

打造自贸港夜间经济三亚样板
本报记者 符吉茂

三亚大东海夜市。本报记者 洪光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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