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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热电项目，是解决葫芦岛城
区百姓供暖的重大民生工程。日前
葫芦岛供电公司打破惯例，克服困
难，采取临时接网送电的措施，确保
这项民生工程顺利推进。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
工程的葫芦岛市，以规矩的“刚性约
束”，换取市场的“柔性环境”。葫芦
岛市革除不合时宜的陈规旧制，让企
业轻装上阵、竞相发展。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人大政协监
督、相关部门各负其责、企业和群众
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葫芦岛市形
成了工作推进、评议评估、投诉举报、
督查巡查等 60 个制度（文件），建立
营商环境标准体系、评价体系，切实
完善监督体系和运行机制。

以钉钉子精神高质量优化营商环
境，在全市推广实行“项目管家”制度，
以市、县（市）区+开发区“3+1”层级
为依托，葫芦岛市按照“一个项目、一
家企业、一名领导、一支队伍”的要
求，逐项目、逐企业建立“1名项目管
家+1 名企业联系人+N 个行政职能
部门联系人”的“1+1+N”“项目管

家”制度。通过组建“项目管家”队
伍，全程跟进，为重点企业和重大项
目提供精准服务。今年以来，葫芦岛
市已为231个重大项目配备“项目管
家”，并为一批企业解决难题。

秉承“零容忍”态度，对影响营商
环境的案件进行严追责、重查处，为
此，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
为全面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
障的实施意见》，制定8个方面、25项
新举措。严格执行《葫芦岛市破坏营
商环境责任追究办法》，葫芦岛市还发
挥派驻纪检组作用，强化明察暗访，严
肃追责、问责。今年，全市共受理涉企
营商环境投诉案件28件，办结26件。
今年以来，共通报损害营商环境典型
案例23起，处理45人。

葫芦岛市以“亲人式”服务打造
优质营商环境，服务的高地自然会成
为投资的洼地，市场活力也必然得以
释放。前三季度，葫芦岛市新登记内
资 市 场 主 体 25293 户 ，同 比 增 长
10.06%；民间投资完成195.4亿元，同
比增长 7.4%。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
幅均排全省前列。

建章立制护航振兴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万东报道 冬
日里，建昌县素珠营子乡素珠营子
村村民解连友每天早出晚归，在村
屯道路、河边、山林来回巡防，履行
守卫这里的生态环境之责。

在建昌县各个村屯，人们经常
看到胳膊上戴着醒目红袖标的人。
他们肩负着生态法律法规的政策
宣传，以及对管护区的日常巡查工
作。同时，还要负责制止区内乱砍
滥伐林木、乱捕乱猎野生保护动
物、乱采乱挖重点植物及在林地从
事非法经营等活动；并负责监督、
制止责任区内随意倾倒垃圾、乱堆
乱放生产生活物资、焚烧农作物秸
秆等行为……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
名字——“生态管护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
“生态立县”作为全县发展的头等大
事，建昌县将精准扶贫工作和生态
保护进行有机结合。守护青山绿水
绿化设施的管护需要大量的人力，
今年初，葫芦岛市委常委、县委书记
闫庆礼在全县脱贫攻坚大会上指
出，要努力探索“生态+”扶贫新模
式，把脱贫攻坚与乡村生态建设结
合起来，让更多贫困村因生态而美、
更多贫困户因生态而富，加大生态
修复力度和美丽乡村建设，画好建
昌的“山水画”。

为切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今年 4 月初，《建
昌县关于聘用生态管护员的方案》
出台。建昌县的生态管护员选聘工
作，坚持本人自愿申请、村“两委”推
荐，乡镇党委、政府审查批准，县扶
贫办审核备案的流程。管护员实行
培训上岗制度，以自然屯为单位，每
个自然屯设置一名管护员。管理则

实行属地化，乡镇政府负责监督与
考核，村委会负责日常管理。

坚持就近管护和生产生活生态
并重原则，建昌所聘用的生态管护
员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没有脱贫
项目的一般贫困户，年龄在20至60
周岁之间。他们长期在当地生产生
活，熟悉责任区的村情及自然情
况。经过县农牧林水及环保等部门
指导、培训上岗后，全县 1999 名生
态管护员积极开展有关水源地、河
流、河道、水库、森林、矿山、土地、畜
牧、农业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政
策宣传，及时发现、制止并向村委
会、乡政府报告破坏环境的违法违
规行为；制止乱砍滥伐林木、乱采乱
挖重点植物、乱捕乱猎重点野生保
护动物、非法收购和无证运输木材，
制止毁坏草原森林等植被、非法开
垦占用草原及林地，在草原、林地上
从事非法经营等活动，视情节及时
报所辖村委会或乡镇人民政府；监
督制止责任区内随意倾倒垃圾、乱
堆乱放生产生活物资、焚烧农作物
秸秆等行为，监督制止责任区内企
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排污行为。

据了解，建昌县的1999名生态
管护员的补贴按每人每月300元核
发，实行“基础补贴+绩效补助”，按
照基础补贴 80%、绩效补贴 20%的
比例发放。基础补贴每月发放一
次，绩效补贴根据年底考核情况兑
现。生态管护员制度的施行与管护
员上岗履职，让更多的贫困群众在
家门口找到工作，增加收入。该方
式除精准扶贫外，还让贫困群众参
与生态建设、生态管护，不仅补齐了
建昌县生态扶贫的短板，也为建昌
保护好绿水青山夯实了基础。

建昌1999名贫困村民
当上生态管护员

去年12月末，辽宁葫芦岛铝业
有限公司 1 号、2 号厂房和喷涂车
间建成，10 条模板生产线和 3 条喷
涂生产线日前已经投入生产，预计

到年底可完成产量 10 万吨，实现
产值 40 亿元。图为工人们正在紧
张地工作。

本报特约记者 杨 兵 摄

葫芦岛铝业新生产线投入运营

日前，连接葫芦岛市新老城区
的快速通道海航路建成通车，由龙
港区玉皇商城至葫芦岛火车站的行
车时间节省一半以上。

海航路是继外环路、海翔路之后
的又一快速通道。海航路沿线依次下

穿锦葫路、葫支线铁路、沈山铁路，其
中沈山线铁路框构桥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建局以来下穿铁路股道数最
多、顶程最长、宽度及重量最大的顶进
框构桥，创东北地区历史之最。

本报特约记者 杨 兵 摄

新老城区快速通道海航路通车

眼下，葫芦岛市连山区海滨种
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大棚里忙着
移植蓝莓树苗。该合作社投资 500
多万元，在22公顷土地上建了11个
高标准温室大棚，主要种植蓝莓、葡

萄、樱桃等新品种水果。该种植项
目达产后将以分红的形式，带动连
山区锦郊街道刘台村 87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脱贫。

本报特约记者 杨 兵 摄

“扶贫大棚”里春意浓

图说 TUSHUO

田野间奏响发展新强音
——葫芦岛选派干部下基层助力乡村振兴侧记

孙秀展 本报记者 李万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驻建昌县贺杖
子乡火石山村“第一书记”刘铁锋深
谙“群众富不富，全在党支部”“党员
走在前，工作就不难”的道理，他上任
后，从“两委”班子建设入手，采取“1+
1+1”联建模式，即班子和队伍一起
抓、制度和思想一起带、党建和扶贫
一起干，注重通过党小组把党员组织
起来，把党组织工作统筹起来，把村
班子及党员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地
起到党员在群众心中标杆模范作
用。经过努力，他完善村工作制度10
项，开展“送温暖、送服务”等各类活
动 30 次。在省文化和旅游厅协调
下，帮村民解决小米滞销难题，实现
脱贫攻坚和组织建设的融合共进。

基层天地广，建功正当时。争做振
兴需要的选派干部、群众企盼的“第一书
记”，牢记使命，真心真意和群众培养真
感情，积极施展才干，给葫芦岛基层党组
织注入一股强大的正能量。

干没干，事上见。南票区张相公
屯乡萝卜窖村“第一书记”石奇营积极
协调资金，改善党支部办公环境，短时
间内支部规范化建设得到有效提升；
驻建昌县药王庙镇康家沟村“第一书
记”贡浩翔发挥组工干部优势，采取“村
集体+个人”模式，组织成立康牧牧业
有限公司，抓集体经济项目建设，拓宽
集体收入来源。在抓好集体经济项目
的同时，还积极与市县水利部门沟通
协调，争取资金90万元建两座蓄水天
池，解决133公顷地浇灌问题。

传达贯彻好新时代的新气象、
新理论、新思想，全面了解群众所
思、所想、所盼，帮助干部群众冲破
传统思维的禁锢，撸起袖子加油干，
选派干部结合基层现状，有效整合
资源，因地制宜上项目、育产业，拔
穷根、播富种。结合葫芦岛市出台
的《关于全市深化农村改革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大家坚持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以产业项目带
动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企业、能人和
项目进村，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
力。兴城市南大乡北岭村在“第一
书记”刘乃红的协调下，在村部广场
建成一座光伏发电站，每年为村集
体增收3万至4万元；省委办公厅牛
建东入驻建昌县汤神庙镇朱家店村
后，摸清集体资产，发挥优势资源，
带队到法库、康平、沈阳、北京等地
外出招商引资，石灰石、煤炭、有色
金属、果品蔬菜深加工等多个项目
达成合作意向……

广大选派干部精准发力，地方党
委、政府和群众密切配合，截至目前，
葫芦岛市消除“空壳村”189个，全市
有村级集体经济村达811个，占比达
76.08%。可贵的是，党员群众普遍反
映，派驻干部到位后，村级班子干劲
鼓起来了，党员的心热起来了，群众
的气顺起来了，发展也有希望了。

“第一书记”显身手 帮扶振兴路上有韬略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今年3月和5月，葫芦岛市与省委同步完成两批向乡镇和村选派干部工作。
1157名选派干部带着理想、初心和使命，投身到葫芦岛市广大乡村，实现92个乡镇、1066个村选派干部
全覆盖。

天地有秤，民心为镜。通过选派干部在乡村基层“抓党建、促脱贫，理思路、谋发展，办实事、惠民生”
的积极履职，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助力脱贫攻坚、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等方面，均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因为
选派干部的助力，葫芦岛广袤乡村正奏响振兴发展的新强音。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乡村
基层要振兴发展，离不开人才，更需
要人才。

“实现乡村全覆盖的干部选派，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迫切需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是
转变干部作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
部队伍的有效途径。”葫芦岛市主要领
导深刻理解领会省委大规模选派干部
到乡镇和村工作的重要意义，将精兵
强将选派到基层，不能只是简单地一
派了之。葫芦岛市组织部门深知，下
派到乡村的党员干部普遍具有较高的
政治素养和知识水平，但要确保在新
时代乡村振兴的这场硬仗中打赢，须
避免“水土不服”，还要帮大家尽快进
入角色。

让选派干部“学有参照、追有榜
样”，葫芦岛市组织两批次“岗前”培训，
各县（市）区也通过开办“村党支部书记
治村大讲堂”等方式，邀请专家授课和
村干部做经验分享，对选派干部进行农
业农村、党建、脱贫攻坚等方面的专题
培训，为选派干部充电、“补钙”。

为确保选派干部真蹲实驻，发挥
作用，葫芦岛市还建立健全“第一书
记”驻村和履职相关工作机制，明确工
作目标和考核办法，完善工作日志、工
作例会等各项制度，实行目标管理，压
实工作责任。

一方面严要求，另一方面则是真
关爱。让选派干部能下得去、待得住、
干得好，葫芦岛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
等单位联合下发《关于落实选派到乡
村工作干部待遇保障的通知》，明确选
派干部到乡村工作期间各项生活待遇
保障。专门成立选派干部后勤保障小
组，为选派干部解决接送孩子、照顾老
人、采买家庭生活用品等后顾之忧，确
保选派干部轻装上阵，全身心地投入
乡村工作。

精干力量直沉基层
抓管理更要服务好

聚焦“痛点”攻克“卡点”疏通“堵点”

葫芦岛以优质环境构建投资洼地
本报记者 李万东

■作为中国联通葫芦岛市分公司的税务会计，张颢橦负责
企业涉税工作。一次业务办理时，资料没带全，在填写了《容缺
资料补齐承诺书》后，顺利完成任务。之所以如此顺利，得益于
葫芦岛市税务局推出的“先办事、后补缺”的“容缺受理”服务。

■全力打造优化营商环境“关外第一市”的葫芦岛市，坚持
问题导向、制度先行，积极构建营商环境建设长效机制。不遗
余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复制、推广先进经验，深入开
展“纠四风”和“办事难”专项整治，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在葫
芦岛扎实推进，成效明显。呈现营商环境好、创新能力强、发展
活力足良好局面的葫芦岛，今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居全
省前列。

“人人是环境，处处是环境，每个
单位部门是环境，软硬环境都是环
境，上上下下都是环境。”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完善服务流程，推出行之有
效的措施助力企业发展的葫芦岛，以
打造优化营商环境“关外第一市”为
目标，营商环境建设一直在路上。

重点在干部作风、简政放权、政务
服务等九个方面开展“纠四风”专项整
治。葫芦岛市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任组长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出台《关于政府系统加强全面从严治
党狠抓落实务求实效的实施意见》等
文件，并对发现的18个方面问题制定
整改措施，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和完
成时限。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难”问
题，对3个方面、20项重点任务集中整
治，并组成多个督查组、暗访组，逐一
排查，督促整改。在未兑现招商引资
承诺大排查活动中，全市梳理政府履
约行为项目（企业）520个，发现并着
手解决问题 35 个。截至目前，压缩
办证时限、落实无休窗口值班等 12
项任务已全部按时间节点完成。

持续聚焦“痛点”、攻克“卡点”、疏通

“堵点”、瞄准“关键点”，深化“放管服”改
革。葫芦岛市在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
投资项目审批等重点领域进行流程再
造，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审批时限，公布

“最多跑一次”清单，设置代办窗口，实行
一窗受理、一站式服务，实现政务服务电
子化，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全市
已实现市场准入3个工作日办结（特殊
情况1个工作日办结）、不动产登记3个
工作日办结（最快1小时内办结）。推行

“窗口受理，后台审批，统一出件，实时督
办，综合评价”模式，市本级364项行政
审批事项中，已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审
批事项284项，进驻率达到78%；加快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全省率先实
现“省市县三级联网”，成为省内第一
个与省政务平台实现数据完全互联
互通的地级市，审批事项网上受理率
已达到92%；证照办理方面，124项实
现即办即给，218项压缩了办理时限，
312项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目前全新的葫芦岛市便民服务大
厅建设正在加速推进，将实现市级26
个审批部门、100名审批人员，共295
项行政审批事项集中进厅审批。

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

建昌县汤神庙镇朱家店村“第一书记”牛建东（左边中间）到种植大户暖棚里走访。 本报记者 李万东 摄

对审批事项简化程序、缩短时限，群众办事不再难。本报记者 李万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