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6日 星期二

编辑：傅春蘅 视觉设计：许 科 检校：冯 赤 冰 晶要闻
YAOWEN

07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年
初以来，鞍山市以提升企业和群众办
事创业便利度为导向，坚持从平台建
设、事项梳理、窗口设置、工程审批 4
个重点发力，聚焦打造办事方便的营
商环境，以便民利企的“加速度”积极
推动营商环境持续改善，进一步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今年前5个月，
鞍山市新设各类市场主体 2.5万户，
同比增长52%，增幅名列全省前茅。

优化平台建设，提升智能化服务
体验。鞍山市以“一网通办”为突破
口，调配专业力量，集中攻克系统对
接“数据壁垒”，社保、医保、不动产、

公积金等业务系统全部接入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单点登录、
统一受理、统一办结。同时，深度整
合“辽事通”APP，“城市频道”上线事
项稳定运行，公积金缴存信息查询等
功能模块不断延展，全市实名注册用
户量提高到 50 万，高频便民服务事
项办理率达11%，智慧政务服务框架
体系初步建立。

优化事项流程，提升高效化服务
体验。鞍山市以强化电子证照、电子
印章应用为依托，进一步优化政务服
务事项，梳理“不见面审批”事项清单
539 项、“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 119

项、“全市通办”事项清单632项，并向
社会公开。同时，深化改革，全市政务
服务事项平均承诺时限为3.32个工作
日，时限压缩比例达83.79%，实现了复
杂事项简单办、简单事项马上办。

优化窗口设置，提升便利化服务
体验。鞍山在全市各级各类政务服
务中心（站）设置重点领域受理综合
窗口，实现商事登记（“一件事”）一窗
办、工程建设项目一窗批、“跨域通
办”一窗接、惠企政策一窗询、审批结
果一窗出。同时，全力推行“前台综
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
件”的综合服务模式，将“专科型”窗
口调整为“全能型”窗口，由过去“一
事跑多窗”转变为现在“一窗办多
事”，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标
准规范的政务服务新体验。年底前，

全市政务服务“一窗受理”比例将达
80%以上。

优化工程审批，提升极简化服务
体验。鞍山市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全力打造“一张蓝
图”统筹、“一个窗口”受理、“一张表
单”申报、“一个系统”审批、“一个平
台”监管、“一支队伍”辅导的审批服
务体系，重新制定 10 类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流程，将审批时限从 70 个工
作日压缩到 60 个工作日。同时，在
全省率先开展工业项目“标准地”出
让改革，选定立山区和经济开发区两
宗工业用地进行试点。目前，正在积
极捋顺“标准地”出让各项流程，畅通
前期手续办理，积极推进全市第一宗

“标准地”成交，确保“拿地即开工”
“竣工即投产”。

聚焦“四优化四提升”改善营商环境

鞍山跑出便民利企“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
7月 5日获悉，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
片区碳中和应用示范中心项目近日
确定最终设计方案，目前建设及招商
工作已展开。中心将充分采用太阳
能光伏发电等绿色建筑新技术，以

“绿色·低碳·循环”为目标，打造全国
最具代表性的碳中和应用示范基地。

碳中和应用示范中心位于大连
片区二十里堡氢能产业园内，项目用
地 1.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 万平
方米。中心一方面具有服务园区及
周边企业的传统商业服务功能，打造
包括银行、咨询等配套服务在内的园
区共享式办公空间，另一方面以氢能

产业发展的应用示范为起点，集中展
示园区企业的新材料、新技术，为企
业打造氢能产业和绿色建筑新材料、
新技术、新产品“永不落幕的博览
会”。同时，吸引东北三省乃至更广
范围内的绿色建筑新材料、新技术相
关企业在此宣传展示，促进这些企业
入区发展。

碳中和应用示范中心作为大连
片区推进氢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项
目，与氢能公交示范运营线路、创为
氢能牵引电机项目、博澳精密氢能发
动机零部件等项目一同成为新能源
项目产业集群代表的“新字号”，将为
大连片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
开建碳中和应用示范中心

7 月2 日，在沈阳市沈河区文萃
社区向善家园小区，居民对焕然一新
的小区面貌连声称赞。

向善家园是一个有着30年历史
的小区。2014年，沈阳市对向善家园

等老旧小区进行了治理改造。今年，
这里再次进行提质升级，重新粉刷了楼
体，铺设了草坪、方砖，种植了各种花
木，设置了智能垃圾分类箱，小区环境
明显改善。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老旧小区换新颜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发
放稳岗返还资金 1456 万元，举办高
校毕业生招聘会，扶持创业带头人
401人……今年以来，锦州市采取服
务企业发展、抓好高校毕业生工作、
切实帮扶就业困难人员群体、大力支
持创新创业、积极打造和谐的劳动关
系、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六项举措
稳就业，助力锦州经济社会发展。上
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1328人。

锦州市开展“迎春送暖、稳岗留
工”专项行动以及“进企业、稳岗位、
保用工”活动，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1456万元，惠及企业33家、职工2464
人。锦州市深入落实各项就业政策，
累计吸引高校毕业生来锦留锦就业
857 人、发放补贴 430.6 万元。围绕
零就业家庭、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
全市累计组织线下线上招聘活动
168场，提供用工岗位41540个。

与此同时，锦州市制定出台创新
型人才贡献奖励暂行办法，全面实施
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上半年，全
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博士及以上）18
人，扶持创业带头人 401 人，新增首
批市级技能大师工作站3个。

锦州推出六项措施稳就业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本
溪市民政局着力解决好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问题，积极开展“倾情解忧暖
心”专项行动。全市民政干部走进千
家万户，送政策、送服务、暖民心。截
至目前，已走访城乡困难群众 10422
户，发现问题220个，解决195个。

本溪市民政局以解决城市困难
群众问题为重点，实现精准救助。同
时，提高救助政策的便利性、时效性，
提升社会救助服务能力，创新社会救
助方式，建立困难群众救助长效机
制，健全社会救助工作保障机制。

为保证专项行动更有针对性、取

得实效，本溪市民政局重点做好老年
人、儿童、残疾人救助，解决政策外困
难群众急难问题，强化基层民政部门
人员、经费保障，建立高效便捷的救助
体系。同时，创新提出针对群众个案
特殊困难建立市、县两级联动决议机
制的工作思路，并持续推进常态化落
实，坚持边摸排、边梳理、边解决问题。

下一步，本溪市民政局将在全覆
盖、大排查的基础上，完成对相关社
会救助政策的拓展、优化、升级，推动
建立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制
度和容错纠错机制，及时解决排查中
发现的普遍性难点问题。

本溪暖心民政解千家万户难题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今年
以来，锦州市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实
现创业担保贷款在线提交、在线审
核“一网通办”。截至目前，全市累
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近 18.1 亿元，
累计贴息 1.3 亿元，27315 人享受到
政策红利。

6月底，辽宁奇之达机电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通过线上审批办理了小
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这笔贷款的
利率低至 4%，贴息后利率 2%。公司
负责人说，以往，创业担保贷款资格

审核层级多、审批慢，需反复提交材
料。现在，通过线上申请、“一网通
办”，政府部门和经办银行同时受
理，联办联动，有效压缩了审批时
间，各项申报材料只需一次提交，十
分方便。

下一步，锦州市将积极推动各项
普惠金融政策落地落实，深化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工作机制，引导金融机构
运用政策组合和多种货币信贷工具，
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推进创业担
保贷款提质扩面增效。

锦州创业担保贷款“一网通办”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全
市人均肉蛋奶占有量高于全国平均值，
禽肉和禽蛋实现自给；今年年内，生猪
存栏量稳定在126万头以上，肉蛋奶产
量保持在115万吨以上……近日，大连
市出台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实
施方案，在育种、饲草料供应、机械化及
规模化经营、扶持中小养殖户等方面发
力，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

在保障食物安全、繁荣农村经济
等方面，畜牧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
用。大连市聚焦种业这一现代农业
的先导产业，计划组织实施畜禽遗传
改良计划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立
产学研联合育种工作机制，推进大骨
鸡以及白羽肉鸡等肉鸡品种的育种

和品质提升、瘦肉型猪本土化选育、
牛羊专门化品种或配套系选育，逐步
提高核心种源自给率。同时，强化畜
禽遗传资源保护，加强国家级和省级
保种场建设；鼓励畜禽良种繁育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优良品种选育、
推广和应用。

为壮大饲料产业，大连市将因地
制宜推行粮改饲，以金普新区等地区
为重点，增加青贮玉米、苜蓿、燕麦草
等饲草种植，推动杂交构树等新饲草
资源的开发利用；推进饲草料专业化
生产，加强饲草料加工、流通、配送体
系建设；研究推广黄贮、微生态发酵
等实用技术，促进秸秆等非粮饲料资
源高效利用；研究推广工厂化发酵、

高效提取加工等技术，加快生物饲料
原料的开发利用；调整优化饲料配方
结构，促进玉米、豆粕减量替代。

围绕巩固提高机械化水平，大连
市将加快疫病防控、畜产品采集加
工、养殖废弃物收集处理与利用等薄
弱环节的机械装备推广应用，预计到
2025 年，畜牧业机械化率达 50%以
上。将养殖场（户）购置自动饲喂、环
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
机装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并遴
选推介一批全程机械化养殖场和示
范基地。

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连市将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化养殖。
加快养殖专业合作社和现代家庭牧

场发展，鼓励其以产权、资金、劳动、
技术、产品为纽带，开展合作和联合
经营。鼓励畜禽养殖龙头企业发挥
引领带动作用，与养殖专业合作社、
家庭牧场紧密合作，通过统一的生
产、服务、营销以及技术共享、品牌共
创等方式，形成稳定的产业联合体。

大连市还将加强对中小养殖户
的指导帮扶，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与中小养殖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
动中小养殖户进行专业化生产。同
时，加强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
建设，培育壮大畜牧科技服务企业，
为中小养殖户提供良种繁育、饲料营
养、疫病检测诊断治疗、产品储运、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实用科技服务。

在机械化及规模化经营、扶持中小养殖户等方面发力

大连多措并举构建现代畜牧业养殖体系

“即将进入伏季，咱合作社一定
要及时做好大喇叭口期的水肥供
应，避免玉米出现‘卡脖旱’而影响
后期产量。”7月2日，省农科院玉米
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孙甲来到铁岭县
蔡牛镇张庄玉米新品种推广专业合
作社高产示范田，面对面指导农民
开展玉米后期管理。

在现场，喷灌和无人机喷药正
忙着作业，孙甲反复叮嘱农民合理
进行叶面喷肥，“玉米大喇叭口期茎

叶生长旺盛，同时，雌雄穗开始形
成，需要吸收大量的养分和水分，才
能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尤其对氮
肥的需求量最多。此时，对氮的需
求量占总需求量的 60%。因此，应
根据土壤肥力和苗情进行追肥。此
外，切记有机磷类杀虫剂不能与含
铜制剂混用。”

7月初，铁岭县各地玉米普遍进
入大喇叭口生长期，标志着玉米开
始了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阶

段，对后期玉米的产量形成至关重
要。农技专家纷纷来到农业生产一
线，指导农民做好这一关键节点的
玉米管理。

为推动科技研究和科技成果
与生产有效对接，助力乡村振兴，
2019 年 11 月，铁岭市政府与省农
科 院 联 合 开 展 农 业 科 技 共 建 活
动。近两年来，省农科院在铁岭地
区积极打造玉米优质高效农业产
业示范基地。张庄玉米合作社作

为辽北地区最大的玉米种植基地，
每年都能种上省农科院推荐的优
质良种，同时获得了专家关于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等难题的几十次技
术指导。

省农科院专家的到来，坚定了合
作社今年高产的信心。合作社理事
长赵玉国告诉记者：“玉米进入生长
的关键期，省农技专家来到咱合作
社面对面开展指导，让俺们农民种地
更有信心了！”

农技专家示范田里“巡诊”忙
本报记者 王晓波

为助力乡村振兴，丹东市振
安区楼房镇党委、政府积极争取
项目资金建设温室大棚，带领村
民因地制宜发展食用菌产业。同
时，鼓励产业带头人传授种植经
验，鼓励村民到温室大棚就业。
大棚食用菌种植成为村民增收致
富的新渠道。

目前，楼房村新建的 4 栋滑
子蘑温室大棚已进入采收期尾
声，首茬蘑菇将帮助村民实现增
收11万元。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大棚滑子蘑
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