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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连日
来，锦州积极开展保供保畅联合行
动，多部门共同发力，环环相扣，打出

“组合拳”，不断解决市民和企业遇到
的实际困难。截至目前，锦州市先后
为锦兴钢厂、奥鸿药业、捷通铁路等
企业解决了技术人员来锦、特种物品
运输、融资担保等方面的问题近千
个，有力地保障了企业生产运行。同
时，他们还启动“点对点”补货、联合
保供等应急机制，保证了市场供应的
稳定。

4月 18日，在中信锦州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车间里，伴随着机械的轰鸣
声，工人们忙碌不停。相关负责人谷
占山介绍：“面对运费涨价、材料和产
品运输难等问题，我们向锦州市工信
局求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协调了交

通、防疫等部门，保障了企业的正常
运行。”受疫情影响，锦州市部分工业
企业遇到运输不畅、用工紧张、原材
料短缺、成本增加等问题，如何为企
业纾困解难，锦州市打出了“组合
拳”。积极发挥工业企业保障专班作
用，设立“一对一”对企联络员制度，
推动“线上+线下”、24 小时服务模
式，建立专班微信群，强化信息沟通
的即时性，确保与企业沟通及时无障
碍。同时，派出工作小组深入企业开
展实地调研，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
行详细摸排，汇总整理出问题清单，
建立台账全力协调推动解决，切实帮
助企业降压减负。

锦州市对焦企业需求，设立了 6
个经济运行保供专项专班，分别在铁
路运输、港口运输、城际运输、工业经

济稳增长、工业项目推进及涉企政策
服务等方面对企业实行精准服务，为
企业保原料、稳用工、助融资、促满
产。无论是企业原材料运输困难还
是外来技术人员抵锦困难，只要企业
有需求，锦州市都会第一时间给予协
调与解决，并做到事不过夜。截至目
前，已为锦州石化公司、中信锦州金
属等企业组建自主车队的265台车辆
办理了全省统一制式的《辽宁省疫情
防控期间重点物资运输通行证》。

锦州市在加大城市静态车辆管
理工作力度的同时，强化农副产品
集散地、重点企业及货运物流园等
周边道路秩序的治理和保障，保畅
通、保复产，确保城市保供保障物资
在“最后一公里”及时有效运转。建
立主要生活必需品动态台账，启动

“点对点”补货、联合保供等应急机
制。指导生活必需品应急储备基地
加大储备量，号召国企、大型商超发
挥社会担当，确保不脱销、不断档。
同时，执法部门加大对农贸市场、商
超的价格执法检查力度，重点关注哄
抬物价、串通涨价、囤积居奇等问题，
规范和查处价格违法行为，保证市场
价格稳定。

接下来，锦州市将进一步织牢管
控防线，督促企业坚决落实防控主体
责任，加强原料入企、产品运送、人员
活动的全链条监管及服务，努力做到
防疫生产两手抓、两不误。同时，进
一步强化服务保障，加强调度、主动
作为，积极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力推进锦州市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锦州多部门联合发力保供保畅
截至目前，已解决特种物品运输、融资担保等问题近千个

春色正当时，锦州凌海市翠岩镇上
苏村杏林谷的杏花漫山遍野绽放着。一
簇簇、一团团浪漫淡雅的杏花与游人组
成了一幅绝美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4月 18日，在翠岩镇后田村的杏花
林里，古装美女与淡雅杏花相映成趣，
一些游客还在花丛中做起了直播。据
悉，在严控疫情的前提下，翠岩镇积极
组织广大果农复工复产，确保防疫不减
产、严控不减收，这才有了漫山遍野的
杏花怒放。

本报记者 崔 治 文并摄

春色十里杏花香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23
万只鸡雏刚到养鸡场没几天，交通
就开始管控了，我们每天需要的 30
吨鸡饲料没了着落。要是没有镇政
府迅速开具通行证解决了饲料运输
问题，我得损失 200 万元。”4 月 19
日，锦州市义县七里河镇四合屯村
养鸡场老板徐聪说。连日来，七里
河镇多举措开展温情服务，保障了
企业的正常生产。

义县七里河镇地处交通要道，
“在严格的闭环管理和专业消杀的
前提下，我们实行‘点对点’式的闭
环管理模式，开展每车一人包保负
责制度。”七里河镇副镇长张凌铎
说。七里河镇提前针对企业外来车

辆，联系驾驶人和同乘人员，确认是
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每台车辆由
一名镇机关干部从驶入义县境内进
行全程跟车，组织卫生相关人员对
车辆及货物进行消杀处理，装卸货
物后再送回高速口或驶出本县境
内，为完成一次闭环管理过程。

在管理过程中，对等待时间较
长的货车司乘人员，镇机关干部为
他们送去热乎的饭菜。对于需要进
行居家健康监测的返乡人员，七里
河镇为每个人安排一位镇村干部进
行服务，除定期进行核酸检测外，每
天电话问询体温并提醒其家中做好
消杀工作，还为食物储备不充足的
家庭送去米、菜、肉等食品。

温情服务保障货运畅通

本报讯 办电不见面，一次都
不用跑。4 月 18 日，辽宁锦州供电
公司服务人员通过视频连线为客户
办理业扩报装，全程“零接触”，既解
决了疫情防控期间人员聚集的问
题，也实现了客户办理一般业务“一
次都不跑”，通过网络发送的“云服
务”卡片，任何与电有关的问题，只
需一个电话，相关人员就会及时提
供服务。

为减少人员聚集，提升服务质
量，辽宁锦州供电公司积极开展业
务流程精、简、并，优化服务方案，全
面实现线上全天候受理、线下一站
式办电的营销服务模式。客户可通
过在线电子渠道 24 小时自助完成
用电业务申请，真正实现足不出户
办理用电业务。如今，对客户申请

变更、校验等业务，最快一小时可办
结。记者在营销部了解到，只要有
客户在“掌上电力”办理申请业务，
信息就会在营销系统中同步显示。
工作人员可在第一时间看到客户的
申请资料，如需核实信息，还可以申
请与客户视频连线，在网上收集客
户办理业务的相关证件资料，“面对
面”指导客户办理相关业务。

对于办理新装增容业务，客户经
理会第一时间与客户通过网络进行
交流，及时了解用电需求并预约勘察
时间，实现现场受理、现场收资同步
进行，避免了客户因资料不齐多次往
返营业厅的情况发生。目前，高压客
户供电方案勘察由原来的4个工作
日缩短至2个工作日以内。

刘文剑 本报记者 崔 治

供电业务实现网上办

本报讯 今年，锦州市大力推
行“简放服”工作举措，全力打造优
质安全环境。从简化审批、简化时
间、简化流程等方面出发，进一步细
化精简行政事项。将重大危险源备
案事项拆分为备案和核销 2 项职
能，并将备案确定为即办件，审批时
限由6日缩短为1日，进一步提升了
行政效率。

突出问题导向，着眼安全监管
方式的弊端。锦州市应急管理局一
方面将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移交到交通、邮政等主管部
门，避免了多头监管，进一步落实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另一方面，
按照属地分级相结合，以属地为主

原则，将市应急管理局监管的 100
家加油站、6家装备制造和1家医药
企业放到县级监管，既解决了市局
鞭长莫及的困扰，又补齐了县级监
管企业的短板，进一步压实了监管
责任。

在“服”字上求实效。锦州市应
急管理局紧紧围绕建成辽西中心
城市的核心目标和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鲜明主题，不断强化责任担当，
求真务实转作风，真心实意为企业，
践行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发
挥领导干部“领头雁”作用，并推出

“我为企业健康发展开良方”活动，
力求服务有实效。

侯文龙 本报记者 崔 治

精简行政事项优服务求实效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4 月
18日，锦州市义县大定堡乡大定堡
村北山山坡上，150 多名村民正在
整地、挖坑、栽树，一棵棵小树苗逐
渐组成了一片小树林。连日来，锦
州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抢抓有
利墒情和时节，确保造林进度和质
量，因地制宜，应栽尽栽，科学绿
化。今年，锦州计划完成造林绿化
作业面积 14.6 万亩，其中，人工造
林面积为 6.8 万亩，退化林分修复
面积为 6.32 万亩，封山育林面积为
1.48万亩。

今年，锦州实施防风固沙工程，
建设面积达 7.39 万亩，树种选择以
馒头柳、柳树、杨树和侧柏等为主。
开展流域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面
积 2.81 万亩。其中，凌海市建设大

（小）凌河水源涵养林面积 1.48 万

亩，涉及 5 个乡镇，树种选择以杨、
柳树为主；义县建设大凌河（细河）
水源涵养林面积0.3万亩，涉及4个
乡镇，树种选择以杨、柳树为主；北
镇市建设东沙河（绕阳河）水源涵养
林面积1.03万亩，涉及5个乡镇，树
种选择以杨、柳树为主。

此外，锦州还实施主要交通干
线公路两侧和可视荒山绿化工程，
对公路两侧缺株、断带绿化通道进
行补植。完成县级以上公路两侧新
植 绿 化 树 木 9000 株 、补 植 58700
株。同时开展可视荒山绿化，完成
建设面积1.51万亩。实施乡村绿化
工程，完成 620 个村屯绿化。实施
农田防护林网工程，对有树不成林、
有林不成网，缺株断带的农田林网
加大修复力度，全市完成农田林网
修复里程2.3万延长米。

年内完成绿化造林14.6万亩

4月15日下午，锦州市科学技术
研究院首场春耕备耕公益直播活动
在抖音平台火热开播，吸引了近万名
农民朋友前来围观学习、咨询互动。
来自植保、农机等多个领域的9位农
业专家实时解答农民提出的实际生
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并结合自身经

验给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专家的权威解答得到参与直播

互动的农民点赞。他们表示，这场
直播活动犹如一场及时雨，在这个
特殊时期，帮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
学到农业技术。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春耕“云直播”接地气又实用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连日
来，锦州市根据今年春季土壤墒情好
等有利于春耕备耕生产的气象条件，
早安排、早部署、早准备，春耕备耕生
产进展顺利。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机
耕整地 18.7 万亩，检修各类机具 8 万
余台（套）。

4 月 18 日，大地春回，义县七里
河镇育新村田地里播种机正在作业，
播种钢葱。这个村与附近的景家堡
村都以裸地菜种植为主。现在，两个
村共 2800 亩马铃薯已经全都播种完
毕，钢葱、菜花、香菜、快菜、辣椒等品
种的裸地菜已完成播种500多亩。据
了解，锦州市积极开展农机春耕备耕
工作，保护性耕作 136 万亩已全部落
实到地块。及时将粮食生产目标任
务分解到县、乡，落实到村到户到地
块，组建6个春耕生产调研指导组，下
沉到田间地头，深入一线调研指导各
县（市）区春耕备耕和农村疫情防控
工作，确保春耕备耕工作顺利开展。
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农机补贴政策引
领效应，在推广农业生产急需的农机
装备的同时，重点推广智能、高效、绿

色的农机装备，推动全市主要农作物
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

锦州市成立农业专家指导组，组
织农技推广、植保、土肥、种业、农机
等相关方面技术人员，深入粮食主产

乡镇，与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进行
面对面交流，调研春耕准备情况，同
时将技术服务送到春耕生产一线。
在充分利用 12316 平台、微信群等基
础上，专题开展春耕生产、农药安全

使用、绿色农业技术宣传与指导。同
时，开展了农资市场专项检查，检查农
药生产企业 4家，农药和肥料经营单
位40家，出动执法人员98人次，出动
执法车辆25台次，保障农民买到好种
子和好化肥，做好粮食生产各项工
作 。 截 至 目 前 ，全 市 种 子 需 求 量
26808.55 吨，备实量 26813.3 吨，已备
实100%，下摆入户量23308吨，已下摆
86.9%。化肥需求量 33.56万吨，备实
量33.56万吨，已备实100%，下摆入户
量26.66万吨，已下摆79.4%。农药需
求量1482.04吨，备实量1482.23吨，已
备实100%，下摆入户量1096.02吨，已
下摆74%。

锦州市还定时沟通93家指定保供
种植户、合作社、企业，及时掌握相关情
况。目前生产正常，数量满足需要。
派遣工作人员多次深入到县域交界处
查看农资流通情况，到重点防疫站点
调研协调物资运输工作。协调各县

（市）区农业农村局专门设立了服务
电话并向企业、农民公布，及时协调
解决企业及种植养殖加工场（户）出现
的难题，目前已协调解决54个事项。

完成机耕整地18.7万亩，检修各类机具8万余台——

锦州抢抓农时忙春耕

本报讯 清理废除 41 件涉及市
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拓展政
银融资合作平台……今年“环境建设
年”活动开展以来，锦州市持续优化
市场服务环境、竞争环境、准入环境、
品牌环境，通过打造“四优环境”帮扶
市场主体减负纾困，助推市场主体健
康发展。

为优化市场服务环境，锦州积极
帮助多家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
的实际困难。3 月 28 日，受疫情影
响，北镇市两家药品零售连锁公司部
分品种的药品即将出现断供。锦州

市市场监管局主动帮助药品经营企
业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药品保供工作，
迅速对接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
建立药品保供渠道，并协调两地企业
保供申请及车辆通行证的审批，落实
全程闭环管理运输等疫情防控措
施。仅两天，第一批涉及降糖降压等
51 个品种、货值 23 万余元的药品和
防疫物资就安全运到北镇市。

锦州市进一步完善拓展政银融
资合作平台，推进疫情防控形势下助
企纾困工作，目前，与3家金融机构达
成战略协议，解决市场主体融资贷款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增强市场主体抵
御疫情风险能力。同时，在全市范围
内持续开展“百亿送贷行动”，以及

“送贷进园区”“送贷帮创业”“送贷到
产业”等主题活动；建立市场监管部
门和金融机构对接工作机制，组织开
展线下政银企对接推介活动，持续引
导金融系统向市场主体让利。

为优化市场竞争环境，近日，锦
州深入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
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共清理
废除 41 件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
政策措施。锦州创新举措，优化市

场准入环境，3 月 16 日起，在省内率
先实现沈阳、锦州两地营业执照异
地互通互打，破解异地办理营业执照
面临的“两地跑”“折返跑”难题。凌
海百合小菜、锦州白蚶子是今年锦州
地理标志重点培育产品，为优化市场
品牌环境，不让“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申报工作受疫情影响，近日，锦州市
有关部门面对面解决了 20 余项困难
和问题，目前，凌海百合小菜、锦州白
蚶子已全面启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申报工作。

孙 渊 本报记者 文继红

“四优环境”为市场主体发展“供氧”

锦州印象YINXIANG

图说 TUSHUO

锦州脚步 JIAOBU

锦州凌海市翠岩镇农民在春耕前检查农机。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