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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1 月 4 日获悉，大
连市通过“减初审、来即办”“一站式、
零跑腿”“放权限、就近办”等措施，打
造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快车道”，
营商环境得到明显优化。截至目前，
有数百家企业的近 300 件（次）行政
许可申请受益，审批时限缩短 4000
余个工作日。

初审是项目审批的前置环节，时
间长、步骤繁、材料多等问题令企业
叫苦不迭。大连市通过取消房地产
开发企业和建筑业企业资质初审，压
缩了 20 个工作日的初审时限；通过
取消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建筑业企

业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注销
事项初审，将原本 5个工作日的承诺
件改为即办件。同时，对建筑业企业
资质简单变更、重新核定等事项开展
无纸化受理和审批。实施“减初审、
来即办”后，以建筑业企业资质（二级
及以下）新设立申请为例，全过程审
批时限由 40 个工作日缩减到 8 个工
作日，压缩率达 80%。另外，对营业
执照注册地为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大连片区的企业实施“取消审、当场
批”的审批改革再创新，目前，在大连
片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由法
定的 7个工作日缩减至基本上 1个工

作日办结，大大降低了企业成本，增
强了企业的投资信心。

在审批服务再优化方面，大连市
积极引导申请人使用智能政务服务
工作台，配备工作人员全程协助即时
办理、即时发证。积极推进辽宁省建
设工程信息网投标人审核新模式，有
效利用网络核验和公示监督模式，完
成企业招投标前的入库审核。目前，
已全面落实省外投标人信息公示制，
全市合计完成网络核验 2万余次，企
业真正实现了“一站式、零跑腿”。

为实现资质证明再减少，大连
市住建部门认真梳理审批事项清
单，利用各类信息平台获取数据，全
力消除“信息孤岛”，以“少重复、多
共享”为方针，最大限度地减少材料
清单和不必要证明。凡是能通过网

络共享复用的材料，不再要求企业
和群众提交；凡是能通过网络核验
的信息，不再要求其他单位提供。

同时，大连市采取“放权限、就近
办”方式，大幅提高办事效率。按照

“就近办、马上办”原则，下放审批权
限，调整监管层级。目前，已将建筑
业企业资质、房地产企业资质等 17
项审批事项下放至大连片区管委会
实施；将辽宁省建设工程信息网信息
审核中涉及大连投标人的审核权限
下放到各区（市）县监管部门，最大限
度地缩减企业跑腿距离，提高办事效
率。此外，大连市对各区（市）县（含
先导区）审批人员和项目“服务秘书”
等集中培训 300余人次，确保基层审
批窗口接得住、办得好、效率高。

王文晖 本报记者 吕 丽

大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即来即办
免去初审环节，企业真正实现“一站式、零跑腿”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 1月 4日获悉，2020年度沈阳市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和中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名单日前正
式公布，分别有 9家单位和 2家单位
入选这两个榜单。

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
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和中
小微企业创业（辅导）基地建设、助推
中小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沈阳市依据
相关管理办法，经各县（市）区主管部
门推荐、第三方服务机构评审和公
示，确定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北方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沈阳米库创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等 9 家单位为 2020 年度沈阳市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沈阳启迪三
好街科技园运营有限公司、沈阳万鸿
星汇商业有限公司 2 家单位为 2020
年度沈阳市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
范基地，有效期为 3年。

据介绍，新认定单位将继续完善
平台和基地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能
力，最大限度地开展公益性服务。沈
阳市要求，各地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要加强对市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和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的监督管理，确保实现良好运营。

沈阳新认定9家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数九寒冬，在铁岭县镇西堡镇养马堡村的
一栋大棚内，村民蒋杰正在用手机给自家的小
菜录制视频。“俺家棚里的茼蒿、油菜、小白菜得
赶紧拍下来，发到村里扶贫助农服务站的微信
群里。”蒋杰一边忙一边说。

2020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养马堡村狠抓农产品线上销售，驻村“第一书
记”卢玉刚和村“两委”成员通过微信、电话等方

式，帮助村里百余名菜农对接了6家大型商超和
上千名消费者，售出各类农副产品3000余公斤。

“线上销售刷新了我们的销售思路，这种直
接对接消费者的方式，让菜农收益更多。”卢玉
刚告诉记者，因为线上销售积累了大量客户，他
与村“两委”成员研究决定，村里成立扶贫助农
服务站，一方面整合家庭农场、合作社、菜农、贫
困户家里产出的各类农产品资源；一方面开启

冬季线上销售模式。
“自打村里成立了扶贫助农服务站，俺们就

有了主心骨。这几天，志愿者帮俺在群里推销，
接到订单后，俺就把小菜、平菇、地瓜、笨鸡等农
产品送到站里来，这些农产品将打包发往铁岭
市内各小区。”蒋杰说。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文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线上销售 助农致富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为
进一步畅通民意诉求渠道，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大连市近日印发《2021
年“8890营商便民热线”工作方案》，
确定全年推出 46场由各单位领导上
线的热线直播。

“8890 营商便民热线”是由大连
市在市政府“12345 热线”和省“8890
政务便民平台”基础上整合设立的，
目前已成为为大连企业和群众提供
政策解读、个性化服务及受理营商环

境问题投诉的主渠道。
“8890 营商便民热线”将采用电

台直播和同步网络视频直播两种形
式。每周六 9 时至 10 时 40 分，大连
市 10 个相关区（市）县政府（先导区
管委会）、107 个部门（单位）的相关
负责人将做客直播间，倾听企业、群
众的呼声，现场受理群众诉求，解决
群众问题。大连将领导是否上线、群
众诉求是否反馈解决纳入市政府营
商环境建设绩效考核内容进行考核。

大连“8890营商便民热线”
现场直播受理群众诉求

本报讯 1月 4日，记者了解到，
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最大的低硫船用燃料油生产基地，
2020 年，辽河石化公司低硫船用燃
料油产量达 86.12万吨。

辽河石化公司紧抓国际海事组
织限硫令这一发展机遇，大力推进低
硫船用燃料油生产。公司在抓紧生
产的同时，积极与客户联系，打通了
国产低硫船用燃料油供给国际航行
船舶的通道，完成了全国首单低硫船

用燃料油出口交易。
为增加效益，辽河石化公司把

“节支降耗、控本增效”延伸到低硫船
用燃料油生产和管理的每个环节。
在生产过程中，不断优化低硫船用燃
料油调和组分，确保效益最大化。

目前，辽河石化公司正加紧实
施低硫船用燃料油生产配套项目，4
个改造建设单元中，2个项目已投入
使用。

徐萍萍 本报记者 刘永安

辽河石化去年
生产低硫船用燃料油86万吨

本报讯 记者杨 丽 娟 报 道
2020 年 12月 30日，由瓦轴集团自主
研制的大型深沟球轴承和大型圆柱
滚子轴承顺利出产，通过客户验收并
供货，填补了国内空白。该系列轴承
配套用于 11兆瓦半直驱海上风电机
组发电机，此机型是当前全球单机容
量最大的半直驱海上风电机组。

瓦轴集团研发团队充分考虑轴
承高负荷、高转速及长寿命等使用需

求，选用优质材料，优化设计参数及
内部细节，严格规范检测项目，在满
足客户要求的基础上，实现了轴承的
高精度、高可靠性。

大兆瓦机组是海上风电发展的
必然趋势。瓦轴集团正加速大兆瓦
风电机组偏航变桨轴承、主轴轴承、
发电机轴承及齿轮箱轴承的研制，用
创新技术助推我国风电行业向大兆
瓦时代迈进。

瓦轴轴承配套全球最大
半直驱海上风电机组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在
自助服务机上动动手指，认证就完成
了，前后不过一分钟。”日前，在丹东
市社会保障智慧自助服务大厅，通过
自助一体机进行养老保险生存认证
的市民于贵安高兴地对记者说。

这是丹东市人社部门实施“快办
行动”给市民带来的方便之一，之前
需要排队几小时才能完成的事项，现
在一两分钟就能办妥。2020 年，丹
东市人社部门全面开展“快办行动”，
168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大厅，
实现“一站式”办理，87 项活跃政务
服务事项实现“一次性”受理，25 项
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在规定办结时限

的基础上提速 87%。
立足小窗口、服务大民生。作为

人社部确定的“人社服务快办行动”试
点城市，丹东市人社部门全力推动“一
网通办”“快办行动”，通过实施柜员
制、承诺制、协同制、监管制、评价制5
项制度，把原来分散受理的职工参保
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等87项业务打
包成10件事“一次性”受理。对外设置
柜员制受理区、综合服务区和内部办
理区，28个受理窗口“一站式”受理全
部业务。办事群众只需要扫码叫号、
窗口办事、自助查询三步即可办结业
务，实现了简单事项马上办、打包事项
一次办、关联事项提速办。职工正常

退休申请、稳岗返还申领、就业登记等
25项高频事项在规定办结时限的基础
上提速 87%，打造“线上有速度、线下
有温度”的人社服务模式。截至去年
年底，“快办行动”平台已办理单个事
项7228件，办理打包事项978件（次），
群众满意率达100%。

为进一步拓展网上办事事项，做
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丹东市人社部门积极打造“1+3+5+
X”政务服务平台系统，实现统一平
台运行、监控和管理。依托智慧城市
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业务受理和综合
服务、业务智能分发、服务全景监控
3 个新平台，开发社会保险、就业创

业、劳动关系、人事人才、综合服务 5
个新模块。在此基础上，同步拓展丹
东人社APP、公众号、企业网上申报、
政务服务平台、大厅触摸屏等现行客
户端服务功能。

丹东市人社部门还通过线下集
中推动线上整合，将 168项政务服务
事项全部进驻大厅，实现“一站式”办
理。大厅投入运营以来，每天通过自
助模式服务近千人，占前来办事市民
总数的 1/4以上。在这里，市民可以
享受到标准统一、规范有序、高效便
捷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既节约了办
事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又缓解了
窗口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

丹东人社部门推行“一网通办”“快办行动”

25项高频事项办结时限缩短87%

辽宁龙飞重工有限公司与中国
水电四局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签订的
96 套风电塔筒生产协议，经过一个
多月的紧张生产，目前已经完成 9
套，其中5套已发往指定地点。

辽宁龙飞重工有限公司年产2.5

兆瓦至 3.57 兆瓦风电塔筒 500 套。
今年，公司将投资 5600 万元扩大产
能，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0.5
亿元，实现利润4650万元，上缴税金
1550万元，实现就业160人。

本报特约记者 朱学著 摄

风电塔筒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