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傅春蘅 视觉设计：许 科 检校：冯 赤 冰 晶要闻
YAOWEN

06

北方
时评

SHIPING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0
月 27日，记者获悉，为进一步全面提
升政务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鞍
山市日前印发《鞍山市关于推进政务
服务中心建设与服务标准化工作实
施方案》，以统一规范服务设施、进驻
管理、办事指南等八大方面 33 项指
标要素为抓手，全力打造便民、规范、
高效、廉洁的一流政务服务新环境，
最大限度地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

在推进服务设施标准化和进驻管
理标准化方面，鞍山市将以服务场所、

空间布局、部门进驻等7项指标要素为
重要发力点。其中，服务场所上，提出
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均应设立本级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
原则上市、各县（市）区、各开发区只设
立一个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部门进
驻上，市、县（市）区、开发区承担相应
政务服务职能的部门，应根据现行政
务服务事项目录，除因涉密、安全和对
场地有特殊要求以外，在本级政务服
务中心实现“应进必进”。

在推进办事指南标准化、办理方

式和流程标准化、配套服务标准化方
面，鞍山市将以办事指南、信息共享
等 12项指标要素为重要发力点。其
中，办事指南上，由各级政务服务部
门依据事项目录和省政务服务事项
管理系统内容，按照“四减”（减事项、
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要求进行编
制，对事项办理主体、依据、流程、结
果等作出明确规范；信息共享上，市、
县（市）区、开发区梳理本地区政务服
务高频事项数据需求清单，通过数据
共享、实施网络核验等方式，推动更
多直接关系企业和群众办事的高频
数据纳入共享范围。

在推进投诉处理标准化、监督评
价标准化、日常管理标准化方面，鞍

山市将以处置方式、电子监察、绩效
考核等 14 项指标要素为重要发力
点。其中，处置方式上，对于符合受
理条件的投诉，应当场或在 3个工作
日内处置办结，对于情况复杂需进一
步调查的，可适当延长办理时间，无
特殊原因，最长不应超过 15 个工作
日，并明确告知投诉人延长时限和理
由，在办结后要及时将处置结果告知
投诉人；电子监察上，建立完善全覆
盖的电子监察系统，政务服务管理机
构合理配备管理人员，对政务服务事
项办理进行实时监控、预警纠错、督
查督办，常态化、动态化监管本地区
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的全过程，避免出
现办理时限超出承诺时限的情况。

聚焦八大方面33项指标要素

鞍山优化政务服务方便企业群众办事 今年，随着新业态
的强势崛起，一些特殊
人才、新型人才开始走
进大众的视野，并受到
广泛关注和认可。如

快递员李庆恒被认定为高层次人才，
正式落户杭州；网络主播李佳琦出现
在上海市崇明区今年特殊人才引进
的名单中，等等。一批与互联网有关
的“小人物”昂首挺进人才队伍，前边
还冠以“高层次”“特殊人才”的头衔，
这难免会引发人们对发现和用好特
殊人才、新型人才的高度关注。

称他们为“特殊人才”，特就特在
人们的传统印象中，人才往往与学
历、论文、职称、奖项等相联系。而如
今“小人物”荣登人才榜，可见当下的
人才观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人才的
评判标准和体系不再拘泥于原有的
认识，而是更注重实践的贡献，把那
些能为社会和民众创造更多财富的
人认定为人才。这种开放式、多元化
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必将创造
出一个人才辈出的新时代。

称他们为“新型人才”，新就新在
他们都产生于新兴产业。随着科技和
经济的突飞猛进，一大批新产业、新业
态、新职业应运而生，有些已成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重头戏。这些新生事
物，既是新型人才培育的摇篮，又急等

着新型人才来驾驭。正如当下与互联
网相关的人才非常抢手的现状，其发
生绝非偶然，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
抢占了新型人才的高地，就是抢得这
一新业态发展的先机。

发展数字经济正成为各地区赋
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与之
相匹配的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却相对
滞后。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加
大院校培养力度，培育造就一批新型
人才。

但远水难解近渴，要解燃眉之
急，首先，需要各地区从发展数字经
济的高度认识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
重要性，不能只眼睛向上向外，更要
向下向内挖掘和选拔人才。其次，
需及时调整和修正本地区人才引进
的政策和目录，为新型人才的挖掘
与引进搭好梯子、铺好道路。再次，
不但要引得进，还要留得住。除了
让英雄有用武之地外，还要积极为
其配套相关待遇、培育成长土壤、提
供服务保障。最后，许多新岗位、新
职业尚处于有实无名、有岗无标准
的 状 态 ，这 让 从 业 者 名 不 正 言 不
顺。人们寄希望于相关部门紧跟时
代步伐，加快对新岗位、新职业的认
定，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更宽松的
环境，让新兴产业与新型人才同频
共振、比翼齐飞。

莫用“老标准”评价“新人才”
司成刚

本报讯 今年以来，抚顺市多
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打造“环
节少、效率高、服务好”的登记注册
服务，提升登记便利化水平，实现市
场主体数量稳步增长。前 9 个月，
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17765户，
比去年同期增长 8%，其中通过全程
电子化登记市场主体 15389户，占比
达 86%。

全程电子化登记，全城通办。依
托互联网与信息化技术优势，抚顺市
实行“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站审
批、一照核发”，实现了申请、受理、核
准、发照、公示的网上办理以及各类
型企业的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等环
节网上办理模式，提高了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的信息化、便利化、规范化水
平，有效遏制了虚假登记。市场监管
部门与中信银行等 10家商业银行实
现企业信息共享后，银行营业网点可
通过全程电子化系统代办营业执照，
极大地方便了市场主体就近办理注
册、变更登记等相关业务，实现了营

业执照全城通办。
深化登记制度改革，1个工作日

完成企业开办资质。抚顺市各审批
部门精简一般性企业开办环节，登
记注册、社保登记、印章刻制、申领
发票等环节由 1.5个工作日压缩至 1
个工作日完成；对合法合规不需要
依法核实的登记业务当场办理，业
务不拥堵时马上核准、马上发照。
同时，优化办理流程，通过压缩审批
时限，提高政务服务效能，推进“证
照分离”改革。今年前 8 个月，抚顺
市涉及告知承诺事项累计办结 265
件，平均审批用时 6.24 天；涉及优化
准入事项累计办结 5091 件，平均审
批用时 5.61天。

抚顺市场监管部门对企业的新
设和变更名称实行自主申报下的直
接登记制，不再实行企业名称审核
制，不再要求预先登记，大大减少了
企业的开办时间，切实解决了企业

“起名难、效率低、不自主”的问题。
谢 青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抚顺前9个月
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7万户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深
秋时节，宽甸满族自治县脱贫工作喜
传捷报，“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以及

“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工作均取得
新成效。截至目前，全县 179个村实
现集体产业项目全覆盖，村集体年收
入全部达到 3 万元。全县建档立卡
贫困户 16144 户 38939 人，年人均纯
收入达 8536元。

年初以来，宽甸县抓好脱贫攻坚
责任落实，突出产业发展，夯实脱贫
攻坚增收基础。以“鸭绿江畔党旗
红”党建品牌为引领，深入推进“百村
脱贫致富”工程，创新“党建+”扶贫

模式，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推广“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
等 7种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打造特
色鲜明的“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生产
基地 53 个。统筹省市财政、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扶贫等资金 2.1亿元，在
106个贫困村落实集体产业项目 270
个，贫困村集体收益明显增加。

各乡镇全部实现“挂图作战”“一
户一策”指导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长、
中、短期相结合的产业项目。持续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
效、适应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鼓励支
持贫困村优化种植结构，发展设施农

业大棚 386 个，41 个村开展“飞地经
济”，形成了以小浆果、食用菌、山野菜
等为主的特色种植业。截至目前，全
县累计投入资金 1.2亿元。落实大榛
子、蓝莓、中药材、食用菌、养牛、养猪
等到户脱贫产业项目，实现每个贫困
户至少有2个以上产业项目，有效带动
了11487户30959名贫困人口脱贫。

宽甸创新电商扶贫模式，以党旗
红电商产业扶贫联盟为牵动，吸纳驻
村“第一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及社会
精英近 300 人，形成了 2 个电商扶贫
示范村、10个乡镇电商中心服务站、
179个行政村 204个服务点的农村电

商网格化服务体系。积极创新“电
商+合作社+贫困户”“电商+企业+
贫困户”等电商扶贫模式，与 23家农
村 合 作 社 达 成 合 作 ，覆 盖 贫 困 户
2365户，实现年销售额 1780万元。

宽甸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住房情况进行全面核查，累计完成
C、D 级危房改造 4919 户，占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 30%，有效改善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住房条件。与此同
时，全面开展就业扶贫，通过实施“春
风行动”、提供公益性岗位、建立扶贫
车间等方式，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 1728人。

宽甸“百村脱贫致富”工程富民强村
村集体年收入全部达到3万元，建档立卡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达8536元

本报讯 10 月 27 日，在大连港
集装箱码头后方的智能理货大厅，
一面由 LED 条屏及 18 块 46 寸 LCD
显示屏组成的大屏幕，实时显示着
现场作业画面以及当前作业区域的
天气情况；几名理货员端坐在工作
台前，通过一方小小的电脑屏幕，全
面无死角地检查集装箱，开展非现
场理货作业。

2019 年年底，经过近两年的应
用测试，“船岸一体化集装箱智能理
货项目”一期工程完成验收并获得
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

登记证书，大连港正式迈入智能理
货时代。

“船岸一体化集装箱智能理货项
目”一期工程为 14 台集装箱岸桥安
装了9个网络高清摄像机，通过功能
强大的系统管控平台，网络高清摄像
机、岸桥 PLC工控机、其他配套硬件
与 OCR 识别技术、图像识别人工智
能技术及算法等软件技术紧密结合，
用机器代替人工，实现箱号核对、箱
体检查、箱位确认等传统口岸理货服
务内容，并可为客户提供实时作业动
态、作业过程监控视频、箱体及铅封

状态影响追溯查询等增值服务。
智慧的加持让传统理货被取代，

使理货行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
型转变，大大提升了口岸理货服务质
量和效率，理货员的工作环境也获得
极大改善。理货员在后方理货监控
室，通过计算机终端、视频电子监控设
备进行远程业务操作，让非现场、远距
离的实时理货与监控成为现实。

近期，作为集装箱业务的后方
“理货中枢”，大连港智能理货大厅在
大窑湾港区正式投入使用,成为口岸
智能理货的又一阶段性成果。大厅

现阶段配有调度室、微机室、智能理
货工作台、智能理货大屏及配套功放
设备，可满足 24 名理货员同时开展
集装箱理货作业。一线理货员日常
工作全部由码头现场转入智能理货
大厅，作业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人机
混合”作业的安全风险也基本消除。

据了解，智能理货系统自运行以
来共协助完成理货超100万箱，经不
断测试和调整，系统对箱号、箱位的
识别率达到95%以上，可完全满足港
口作业需要。

臧永亮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智能理货提速大连港智慧港口建设
非现场、远距离实时理货与监控成为现实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年
来，锦州市坚持把高成长性科技企
业培育作为创新驱动的头等大事谋
划布局，把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培育
作为经济新发展的强引擎聚力建
设，加速培育高成长性科技企业。
如今，锦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136 家，实现了 3 年倍增，近两年主
营业务收入突破 230 亿元，年均转
化科技成果50项。

锦州市建立校地融合“集团作
战”发展机制，与驻锦州的 3 所高校
正式签署《市校战略合作协议》；推进
校地校企人才“双向挂职”，选派高校
人才正式挂职县（市）区科技特派员，
助力区域科技型企业发展；共建产业
研究院、产业基地等新型研发机构，
引导科技要素集聚，助推企业研发能
力提升；开展“智联锦城”“智汇锦城”
系列品牌活动，进行产学研精准对

接，推动科教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锦州市优化整合 112 个项目进

行重点建设，助推科技企业提升核心
竞争力；加速推进科技企业重点培育
库、科技项目重点储备库“两库”建
设，择优选择 60 家科技企业、186 个
项目入库，进行重点培育、扶持，优先
对接国家和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锦
州市强化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
地）等孵化载体的承载能力提升，助
推孵化科技企业成长，最大限度地保
证高成长性科技企业研发急需。截
至 2019 年年底，全市省级以上科技
企业孵化器孵化面积总计 4.27 万平
方米，在孵企业 109 家，当年实现营
收13738万元。

如今，锦州市有 11 家企业通过
“瞪羚”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大企业
平台化等新型创新主体认定，建设水
平位居全省上游。

锦州加速培育
高成长性科技企业

扶贫印记

10月中旬，天气渐冷，西丰县振兴镇沙
河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谭金生正在果苗冷棚
里干活。这几年，他一直在村集体的果苗产
业大棚里打零工，一天能赚 100 元，年收入
5000元左右。到年底，他家还能拿到村集体
经济的分红钱。

谭金生告诉记者：“我家也种了3亩果树
苗，一年能赚2万多元。我只负责种就行，卖
树苗的事全交给村里，根本不愁卖！”在政府
的帮扶下，谭金生一家告别住了十几年的危

房，住进宽敞明亮的大瓦房，生活蒸蒸日上。
沙河村位于距离西丰县城 39公里的冰

砬山脚下，荒凉和贫困曾经是这个村的代名
词。正是这样不起眼的村子，如今种植果树
苗800多亩、1500多万株，果树苗木种植业全
国闻名。全村现有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01户
231人已全部脱贫，预计今年贫困户人均收入
达 8000元以上，全村人均收入将达 1.8万元
以上。

提起沙河村的变化，村党支部书记吴长

富功不可没，他既是苗木种植的领头人，又
是苗木产业的经纪人。他把本村的野山钉
子树作为母本，嫁接市场上热销的鸡心果、
杏树、李子树、沙果等树种，果苗在市场上特
别受欢迎。

产业带动全村致富后，沙河村铺设道路
5.2公里，修建了300平方米的村民文化活动
室，今年还建起养鹿场和一个农产品深加工
厂，村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苗木种植带富沙河村

桓仁满族自治县10万亩优质水
稻全面进入收割季节，金黄色的稻田
里，收割机开足马力，抢收黄澄澄的
稻穗。

近年来，桓仁县农业部门引导农
民种植“农林 315”“越光”“稻花香”

等优质水稻新品种，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今年，全县稻谷产量约为
0.5 亿公斤。在 20 多家大型水稻加
工企业的带动下，优质稻米年销售额
达2亿元。

本报特约记者 孙 君 摄

桓仁农民喜收优质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