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财政强化营商环境意识心得体会 强
化营商环境意识心得体会(通用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以下是我
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财政强化营商环境意识心得体会篇一

四川省纪委监委印发《关于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十
八条措施》，明确要求要努力为全省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双目标胜利提供坚强保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坚持问题导向，练就过硬本领，强化监督执纪，坚定为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着眼发现问题，练就查准找实的“火眼金睛”。发现问题是
能力，更是监督执纪的根本要求。要积极深入民营企业一线，
认真听取企业业主、管理人员和干部职工的意见建议，详细
了解他们存在哪些困难、享受哪些政策、得到哪些帮助，是
否存在党员干部履职不够、作风不实、吃拿卡要等问题;积极
深入国土、应急、环保等重点部门，认真查找是否存在政策
打折扣、反复走程序、规则作掩护等问题，特别是借政策之
名行利己之实、借规则之名行懒政之实等情况。要善于发
现“背后”的问题，重点挖掘企业担心遭到打击报复，不愿
意反映干部作风问题;享受政策措施缺斤少两，敢怒不敢言;
存在困难不敢表达，担心主管部门迁怒于己;党员干部与企业
形成利益生态，或者间接插手企业具体事务等现象;政策措施
执行变形走样，主观随意或者为所欲为，并作系统梳理和分
类指导，真正做到既挖根更溯源。



着眼处置问题，练就严查快处的“尖刀利剑”。坚决查处存
在问题，既是纪检监察的职责所在，更是提升威慑力和公信
力的重要之举。要严查快处“老大难”问题，针对走访发现
的、企业反映的、长期被人们视为垢病的问题，诸如利益关
系复杂、相互推诿扯皮、责任落实不力等问题，深挖问题背
后的根源，无论涉及谁、是何情况，都从严进行严肃处理，
做到以儆效尤;绝不能失之于软、失之于宽，隔靴搔痒进行处
理。要严查快处“及时性”问题，针对当前发现的问题，能
不过夜的尽量不过夜，能现场办结的尽量现场办结，能协调
处理的及时给予处理，真正让发现问题、处置问题形成链条，
让民营经济主体不寒心。要严查快处“典型性”问题，重点
查处胆大妄为、顶风作案，或者隐藏极深、毒害极大，或者
消极被动、熟视无睹的党员干部“四风”问题;对企业发展存
在问题研究不够、政策措施失之于实、失之于空，疫情形势
和疫情影响把握不够、政策措施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制度
规则、条条框框、层级管理过细过滥的系统性问题。

着眼解决问题，练就对症下药的“奇效良方”。说一千道一
万，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发现和处置问
题，更要推动问题解决并形成长效机制。要强化整体联动，
联合组织、应急、国土、卫健等部门，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等方式，强化分工协作、互相配合，推动发现问题、查处
问题、解决问题形成链条，确保问题及时有效得到响应。要
强化结果运用，通过发现问题反向推动相关部门观念从管理
向服务转变，把不必要的程序减除掉、不必要的要求废除掉、
不必要的环节革新掉，并把必要的责任、必要的义务担当起
来，真正让企业放下包袱，大张旗鼓推进经济发展。要强化
营商环境，切实站在民营经济发展的角度，从干部管理、程
序规范、管理运行等方面，建立健全相应制度机制，努力营
造开放、担当、创新、服务的优良环境，让企业不仅享受优
惠的政策、良好的服务，更能通过营商环境改善，达到节约
成本、提升效率、增进效率的目的。



财政强化营商环境意识心得体会篇二

为抓好云南省普洱市基层党建“1+4+7”三年工作规划，景谷
县接续明确将抓党建促营商环境纳入基层党建重点项目，将
优化营商环境融入部门职能、融入机关党建、融入城市党建、
融入责任体系，“123”构建抓党建促营商环境新格局，推动
党建工作融入营商环境建设各方面、全过程。

树立1种意识。将营商环境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党支部“三会一课”和干部职工集中学习的重要内容，组织
党员干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为什么、我为营商环境做什
么”组织开展专题研讨，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营造“人人、
事事都是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树立“大营商环境”的思
想意识。

开展2项活动。一是开展“走流程、找堵点”办事体验活动。
组织领导干部、离退休老干部、“两代表一委员”等以“服
务体验员”身份到政务大厅、服务窗口体验办事流程，从办
事者角度找堵点、找差距、找短板。活动开展以来，共有10
批次75人次到政务大厅体验，累计提出意见建议17条。二是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化学习教育成果，扎
实推进为群众办实事，开办企业缩短到0.5个工作日办结，设立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倒逼干部职工为群众办好事、办实
事、办成事。推出“企业点单我服务”业务，切实帮助企业
纾难解困。

健全3项机制。一是健全齐抓共管机制。成立抓党建促营商环
境项目工作专班，将政务、“两新”组织工委、机关工委、
发改、工信等相关部门纳入专班，制定专班工作规则，定期
召开专班工作会议研究对策、督促落实。二是完善“政企党
建联盟”运行机制，明确40名县级领导直接挂钩联系全县72
个重点企业，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政企沟通机制。三是建
立考评机制。把抓党建与抓业务融合推进，制定负面清单，
健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抓党建促营商环境纳入(党组)党



委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党员民主评议考核、公务员年
终考核，纳入干部实绩管理，研究制定窗口服务人员“选、
育、管、用”办法，通过建立深度嵌入一体考评机制，推动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环境，助推企业发展。

财政强化营商环境意识心得体会篇三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安徽省霍
山县下符桥镇狠抓落实“一改两为”精神，将营造一流营商
环境作为稳增长稳预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先手棋”，聚力
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践行”法制建设“新要求”，夯实群众“心”基础，厚植
法治建设“强”沃土。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是衡量一个地区营商环境
质量的基本标准，是各项要素的最大公约数。今年以来，下
符桥镇坚持强化法治化“软实力”，司法所定期开展宣讲活
动，将法制观念贯彻到位，根据实地走访反映问题，现场为
企业讲解“法治知识”，将“普遍”问题“重点”讲解，避
免法治矛盾“再发生”，着力提升法治意识，夯实法治化营
商环境的群众基础，企业负责人从“门外汉”变身“行内
人”，掌握法治“武器”，避免掉入“法治陷阱”。公安部
门定期开展新型诈骗等违法行为打击行动，维护市场秩序规
范。镇纪委对营商环境督导对照“十做到”“十严禁”正负
面清单整改，“硬核”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水平。

“拉响”为企服务“奏鸣曲”，夯实企业“兴”基础，铺垫
服务企业“温”沃土。

营商环境到底好不好，归根结底取决于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下符桥镇“拉响”为企服务“奏鸣曲”，强化为企
服务意识，提升企业满意度。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推进领导干部包联走访，“送策上门”进企业，保障



政策有效供给，聚焦企业需求，梳理企业“堵点”“难
点”“痛点”，将企业“疑难杂症”作为“必答题”精准施
策，解决企业用水用电、贷款、土地租金减免等问题，从解决
“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发展。打出为企服务“组
合拳”，开启多条服务渠道，建立长效常态化工作机制：微
信小程序线上反馈、镇为企服务办人工服务、连线村点长解
答热线等，保证企业“有求必应”，干群合力齐谋划，闭环
管理准施策，跟踪督办收好尾，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同时，有
效提升企业满意度。

“吹响”合力招商“先锋号”，夯实项目“新”基础，培育
招商引资“肥”沃土。

发展经济，要抓住招商这个“牛鼻子”。对招商要有“不压
指标有目标，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劲头，发扬“走遍千山万
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精神。
下符桥镇领导班子、负责人突破信息渠道，积极做好做
透“招商引资”工作。善谋实干，繁枝暖巢，“链式招商”
立足实际，围绕工业招商往“下游”、农业招商往“两端”、
旅游招商往“高端”的思路，深向延链、补链、强链发展。
创新招商方式，强化比拼氛围，优化招商引资“绩效考核指
标体系”，按月设置“招商引资”赛马榜，激发干部竞争热
情，掀起工作新高潮。强化要素保障，狠抓项目落地，重点
把好项目产业政策关、经济效益关、生态环保关、安全生产
关，建成服务新高地，实现招商引资大发展带动符桥经济大
发展。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需要久久为功、
驰而不息。新征程上，下符桥镇定当深入学习关于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党的决策部署，拉高工作标杆，
树立系统思维，齐心协力共创一流营商环境!



财政强化营商环境意识心得体会篇四

天津2020·中国企业家大会于11月11日召开，会议主题
为“新格局新机遇新优势”。会议围绕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
念，围绕大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助推各类企业在津更好发
展，“向企业家汇报，请企业家建言”。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营商环境是发展经济的“先手
棋”、招商引资的“强磁场”、释放活力的“稳定器”，是
民营企业赖以生存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
气，须臾不能缺少。营商环境是“软实力”，需要“硬举
措”来托底，要坚持走“深化改革”之路，念
好“放”“改”“减”三字诀，合理“放”、全面“改”、
努力“减”，开好“营商环境”之花，结“企业发展”之果。

念好“放”字诀，合理“放”，放宽经营约束，营造宽松有
序的经营环境。

经营环境是企业成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经营环境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
负大舟，营造宽松有序的经营环境，就要合理放宽经营约束，
放宽一切约束企业经营发展的思想意识、体制机制、政策制
度的约束，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难点、堵点、
卡点。一要放宽经营约束之“源”，牢固树立“产业第一，
企业家老大”理念，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当好服
务企业的“店小二”，做到“向企业家汇报，请企业家建
言”。二要放宽经营约束之“根”，从制度上消除有碍于市
场公平竞争、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的隐形壁垒，直
击企业发展堵点、卡点，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三要放宽经
济约束之“本”，放宽人才的流动约束，实行更加积极、更
加开放、更加公平、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不断优化企业的
人才队伍结构，释放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念好“改”字诀，全面“改”，改进政府短板，打造便捷高
效的政务环境。

政务环境是各地城市之间竞争的重要资源，更是生产力、竞
争力和吸引力的体现，抓政务环境就是抓机遇、抓发展。正
所谓“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营造便捷高效的政
务环境就是要全面改进政府短板，改进政府在服务意识、技
术支撑、政策支持等方面的短板，助力企业拓市场、破瓶颈、
解难题、激活力。一要改进政府的“意识”短板，尊重、爱
护、服务企业家，切实解决“上热中温下冷”的问题，层层
升温加压、传导压力，做到担当作为、勇于创新，热忱服务
企业。二要改进政府的“技术”短板，大力发展“互联网+政
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
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腿”，打造“数字政府”。三要
改进政府的“政策”短板，要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导向，加
大对企业转型升级、融资贷款、人才用工、科技创新等方面
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发展质量。

念好“减”字诀，努力“减”，减轻企业负担，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

公平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在民营企业家座
谈会上指出：“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
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是要
努力减轻企业负担，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
门”“旋转门”，让企业家们放下思想包袱，减轻经营重担，
轻松上阵、奋楫争先。一方面要减轻企业的“思想”负担，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谨记舟水之喻，把规矩意识和
服务意识扎根于思想深处，解企忧、优服务、明规矩、强意
识，既清清爽爽用权，又倾情倾力服务，主动关心、及时回
应企业的合理诉求、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减轻
企业的“经营”负担，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逐步降低融资成
本，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除市场壁垒，加快清理
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形成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财政强化营商环境意识心得体会篇五

招商，简单可以诠释成，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既是政
府、园区与企业间的一项选择，也是一项替选。有人说，招
商工作就是出去和企业吹吹牛、吃吃饭，既简单又平凡。但
我要说，伟大也是出自平凡，把每一项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
就是不平凡。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油盐酱醋须得
面面俱到，样样不可少，食客才会寻味而来。招商亦然，倘
若招商“菜”色香味俱全，产业龙头企业自然趋之若鹜。
《论语》有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要做好招商这
道“菜”，就必须“精选材”“掌火候”“巧装盘”。

项目初期，要“精选材”。何为招商工作中的“选材”?简单
点说，就是挑选目标企业。如何才能“选好材”?这个问题要从
“如何选”和何为“好材”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要提高
招商人员“选材”的能力。“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
仞之深”，大数据产业日新月异，互联网企业多如牛毛，作
为数据产业园人，要继续深入学习大数据专业知识，不断拓
宽知识面，更新知识储备，深入了解行业，提高工作能力和
水平，才能有精准的眼光，甄别企业优劣，优中选优。另一
方面，何为“好材”?对于园区来说，所谓的优质材料一定是
符合园区、高新区、乃至泰州发展的产业类优质项目。要细
化招商图谱，找准主方向。围绕“1+5+1”现代产业体系，明
确健康医疗大数据主导产业核心，优化细化招商图谱，按图
出击找准方向。

项目洽谈，要“掌火候”。好食材也离不开精工细作的料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优质项目谁都想要，
如何才能谈成项目?我想要掌握好洽谈的火候。一方面，要了
解企业诉求，包括政策、场地抑或是人才需求。对于这些，
招商人要了然于心，才能有的放矢。面对合理要求我们要尽
力满足，才会不至于“没熟”，企业跑掉;面对不合理要求，
我们也不应一味让步，损失利益。另一方面，要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集成优势。立足现有产业、资源、平台基础，坚持



问题导向补短板，在人才招引、载体平台、数据资源等方面
集成发展优势。突出数据挖掘，强化开放共享，厚植健康大
数据优势;突出平台整合，强化公司监管，厚植创新资源优
势;提升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大提升行动。主动配合
职能部门围绕企业和投资者转变观念、改进作风、优化流程，
坚持“破”和“立”双管齐下，“放”和“管”两端发力，
建立优惠透明的政策环境、便捷高效的服务环境、公平公正
的法治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营造最佳投资创业环境，
打造项目建设的强磁场、新高地。做到这两点，才能真正将
企业招引到园区。

项目落地，要“巧装盘”。很普通的菜肴，如果讲究一下菜
的颜色搭配、餐具使用和摆放样式等，菜的品位和档次马上
就提高了，食客的兴趣也随着增加。反之，菜做得再好，再
美味，装盘做不好，光临的食客也是少之又少。企业的落地
服务工作，就是招商流程中的“装盘”。我们要为符合产业
定位，有利于园区发展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拎包式”现
代化商务楼宇办公场地、“妈妈式”“保姆式”项目建设服
务、商务成本低、审批效能高、制度活力优、专业服务强的
优质营商环境。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__，砥砺前行，相
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好招商的“这道菜”，才能用平凡工作里
的点滴成果酿造出不平凡的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