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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在铁
岭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一楼大厅的中
间位置有一个用两张办公桌组成的
开放式办公区，这里就是铁岭市为

“不能办证”小区发放不动产权证书
的地方，每天都有近百名市民高高兴
兴地从这里领走“大红本”。

买房领证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
是因为种种原因，有些市民搬进新房
却迟迟不能办理产权证，直接影响了
房产的转让、继承、抵押。去年以来，

铁岭市把化解“不能办证”问题作为
一项重点民生工程，组建工作专班，
全力推进。目前，已经有59个“不能
办证”小区完成了初始登记，开始办
理不动产权证书。

7月29日，记者来到铁岭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现场了解“不能办证”问
题的破解之道。

经过对住宅小区的系统排查，铁
岭市梳理出 66 个“不能办证”小区。
随后，工作专班组织开发企业和质

检、消防等部门召开协商会，对问题
逐一研判，“一小区一对策”确定解决
方案，并按照“历史上谁审批谁负责、
谁家项目谁认领、职能在谁谁履职”
的原则，落实相关单位职责。

在明确解决方案后，铁岭市要求
相关单位站稳人民立场，主动到“不
能办证”小区现场办公，提高服务质
量和办证效率。

铁岭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党员
和业务骨干带头进驻小区，张贴海
报，引导居民参与，现场提供业务咨
询服务，挨家挨户收集办证材料，并
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最显眼的位置
设置开放式办公区。

站在居民的立场解决“不能办
证”问题，很多看起来复杂的事都变
得简单起来。老人行动不便，影响了
整个小区登记办证，工作人员上门服
务后，问题迎刃而解；入住 34 年的

“集资楼”有49户居民需要办理非公
证继承，工作人员代办后一趟办好。

截至7月20日，铁岭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已经完成59个“不能办证”小
区的初始登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43796件，其中上门登记办理213件。

进入7月，整个中心都处于周六
周日不休息、中午轮流吃饭的状态，
但大家都积极工作，为的就是兑现

“所有业务二日内办结”的承诺。

铁岭“一小区一对策”破解办证难
59个“不能办证”小区开始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记者

8月 2日获悉，沈阳市在全省药品监
管领域率先实现涉企电子证照全覆
盖。目前，累计发放该领域8类电子
证照5.8万张。

电子证照是互联网时代电子政
务服务的一项重要创新。电子证照
的共享应用，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
跑腿，让群众不跑腿”，大大增加了
办事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为推进药品监管领域涉企电子
证照工作，沈阳市市场监管部门按
照全省的部署要求，第一时间组织
调研，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提速、保
质、全覆盖”。

沈阳市认真梳理《药品监管领
域涉企电子证照事项清单》，将涉
及市级的 8 个审批事项划分为 3
类，分别制定实施路径。针对执业

药师注册等 3 个国家级系统审批事
项，在使用国家级系统审批的同
时，将基本信息及照面信息录入沈
阳市一体化统一认证平台，随业务
办理生成电子证照，确保 6 月 1 日
全市执业药师注册、第一类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备案及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进口审批 3 个事项全面启
用电子证照。

据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提高电子证照
的应用率，沈阳市发布启用电子
证 照 的 通 告 ，并 在“ 沈 阳 市 场 监
管”公众号增加电子证照下载方
式说明，同时，在“沈阳政务服务”
APP 同步开通执业药师注册证掌
上下载功能，方便群众多途径、多
渠道地了解电子证照、使用电子
证照。

沈阳药品监管领域
实现涉企电子证照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关雪报道 受
连日降水和上游来水影响，绕阳河
鞍山台安段于 7月 30日 19时迎来
1951年以来的最大洪峰。面对汛情，
台安县上下立即行动，紧盯易出险区
域及农村危旧房，科学采取应对措
施，果断处置各类险情，最大限度保
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此次汛情，绕阳河台安段出现

1360立方米/秒洪峰流量，水位达
11.07 米，超过警戒水位 1.15 米。
台安县迅速启动防汛 II级应急响
应，并成立绕阳河防汛工作临时指
挥部，县处级领导挂帅一线、靠前
指挥，包保镇村领导、县直包保部
门、技术指导组全部到岗到位。

人武部民兵、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各镇街道机关党员干部以及各

村村民组成抗洪抢险小队，风雨同
舟、通力协作。全县迅速开展巡堤
布防，在绕阳河干流及其回水支流
沿线设置巡查点 60 个，巡堤查险
人员达 539人，巡堤长度 60公里。
为防控风险，巡堤时间不断加密，
从2小时加密到1小时。特别是对
绕阳河沿线的桑林镇、桓洞镇，逐
堤段落实巡堤查险责任人，开展全

天候、拉网式排查。台安县防指强
化技术支撑，科学指导防汛，组织
成立了两个技术排查组，4名技术
人员奔赴现场开展专业指导，为巡
堤查险、抢险提供技术支撑。水利
工作人员根据出现的险情，及时提
出排险、抢险方案。一支支冲锋在
前的队伍筑起团结战斗之堤，成功
阻退了绕阳河洪水。

台安众志成城战汛情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7 月

26 日，辽宁阜锦内陆港物流有限公
司揭牌仪式在阜新市彰武县举行。
阜锦内陆港是锦州港继在通辽、朝
阳、赤峰、锡林郭勒、齐齐哈尔、通辽
（大林）成立内陆港公司后结出的第
7枚硕果。

今年，锦州港多次走访调研新
通道沿线重要城市——阜新市，在
与相关合作企业进行多次交流后，
最终确定将阜新市彰武县柒田物
流场站作为阜锦内陆港场站选址
地。该场站占地 507 亩，场站内自
有铁路专用线 2800 米，具备铁路

发运功能，周边拥有煤炭、碎石、
矽砂等货源，具有良好的合作发展
前景。

下一步，锦州港将提供优质的
港口服务，使阜新客户“足不出户”
即可办理相关手续，切实感受到货
物流转效率提升、物流成本大幅降
低等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同
时，利用阜新地区丰富的资源优
势，借助内陆港场站的公铁运输和
仓储优势，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扩
大服务范围、拓宽服务半径，为东
北陆海新通道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贡献。

锦州港第7家内陆港公司
落户阜新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国网朝阳供电公司围绕党建
融 合 发 展 思 路 ，创 新 开 展“ 十 走
进 、十 服 务 、十 当 好 ”专 项 行 动 ，
通 过 实 施“ 走 进 新 农 村 、服 务 乡
村振兴、当好先行官”服务举措，
与村组设置的政务驿站相结合，
在 全 省 率 先 建 设“ 辽 亮 ”供 电 服

务驿站。
截至目前，国网朝阳供电公司共

完成 451个“辽亮”供电服务驿站建
设，实现了“办电不出村、抢修不过
夜”，客户满意度达100%。

苏 杭 文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办电不出村 抢修不过夜

盛夏时节，记者伫立在本溪市平
山区桥北街道办事处向西北远望，只
见群山如黛，满目苍郁，掩映其间的
一座白色建筑宛如一根玉簪，和谐地
将自然之美和人工雕琢之美融为一
体。由山脚下的北营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借道，朝着白色建筑的方向上
行，听一路蝉鸣蛙叫，赏沿途绿树红
花，只需10分钟车程，就来到跻身我
省绿色矿山建设名单的本溪罕王矿
业有限公司。

本溪罕王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本溪市体量较大的铁矿
之一，占地面积为 0.253 平方公里。
十几年来，这家铁矿在不断刷新开采

纪录的同时，留下了 0.6公顷的老旧
宿舍区、13 公顷的废渣废料区以及
部分裸露的山体。在绿色矿山理念
深入人心的当下，这成了公司干部职
工的“眼见愁”。

2021 年，随着本溪市绿色矿山
建设的有序开展，该公司率先被列入
本溪市绿色矿山建设名单。2022
年，该公司连同本溪市其他9家矿业
企业一起被纳入省级绿色矿山建设
名录。在省市相关部门的指导帮助
下，该公司对标绿色矿山建设要求，
紧张有序地开展修整土地、复垦植
绿、保护环境等工作。

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从前的黑

水沟不见了，废弃的工棚拆除整修后
建起“空中花园”，原来小山一样的废
料场经过修整复垦，长满了茂密的刺
槐、火炬树和三叶草。工人下工回来，
在新建的职工澡堂冲个澡，到洁净的
餐厅吃过饭，去图书馆借本书，就可以
坐在“空中花园”里边读书边纳凉。

“我们不折不扣地对标省、市绿
色矿山建设要求，累计投入资金 500
余万元，用于矿山修复、固废处理、脏
水净化、复垦植绿，在采矿选矿设备
升级的同时，将节能减排、绿化矿山、
造福职工、美化山城作为首要目标，
下力气修复土地、改善环境，让矿山
彻底变了模样。”公司安全生产科科

长卢晓旭说。
“我们这个地方叫孟家堡子村康

家沟，绿色矿山建设带来了巨大变
化，现在这里再不是旧模样，蓝天白
云下，漫山的树木苍翠欲滴，山花野
草争奇斗艳，公园、广场、健身场地应
有尽有，新修的柏油路干净整齐。”安
全员那百川满脸自豪地说，“两天前，
省绿色矿山建设三年行动技术指导
（督导）组专家来矿上现场检查时，对
我们给予高度评价。”

“绿色矿山建设修复了生态，带
来了美好生活，从前的‘眼见愁’已经
成了我们‘看不够’的风景！”附近居
民李凤枝说。

绿色矿山建设让“眼见愁”变成“看不够”
本报记者 王铁军 丛焕宇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我
们在新增 30 台 5000kW 风力发电机
组项目的选址过程中，运用‘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管控分区成果进行比
对，有效避让了周边的生态敏感区，
顺利完成了选址方案。”8月2日，国
华（沈阳）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负责
人高兴地说，“有了‘三线一单’成果
这本‘工具书’，企业项目建设少走
了很多弯路。”

“三线一单”是指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据此实施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是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精细化
管理、强化国土空间环境管控、推进

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
工作。去年，沈阳市在全省率先发布

《沈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实施意见》《沈阳市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建立并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

据了解，沈阳市在“三线一单”成
果编制过程中，坚持实用、好用、管用
的原则，从政府、企业、群众关心的问
题入手，构建了“1+N”准入清单体
系，包括“全市总体管控要求+137个
环境管控单元管控要求”。在此基础
上，结合全市优先保护类、重点管控
类、一般管控类三类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制定了 12 个工业聚集的市级以

上重点产业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和181个街道（乡、镇）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

“以往，审批部门对企业项目选
址进行人工核准时，经常遇到选址在
生态红线、水源保护区等不合理现
象，企业需要反复进行调整。”沈阳市
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处副处长张秋
爽说，“有了‘三线一单’成果，审批效
率不断提升，项目建设不断加速。目
前，这项成果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规
划编制、区域开发、项目建设等工作
的生态环境管理工具手册。”

为实现“三线一单”成果全社会
共享共用，今年，沈阳市在全省率先

向域内企业提供管控单元“扫码查”
服务。企业可通过扫描二维码等方
式，快速查询区域所属管控单元类
别，从而明确查询区域的各项环境准
入要求，为项目决策和落地提供重要
参考。

沈阳市“三线一单”成果发布以
来，已利用成果为 396 个市重点项
目及地块的开发选址、600余个建设
项目的环评提供环保意见。下一
步，沈阳市将加快建设面向政府、企
业、公众的“三线一单”空间管控应
用平台，进一步提升“三线一单”综
合业务的信息化水平和生态环境智
慧监管能力。

“三线一单”成果实现社会共享共用

沈阳有了项目生态环境准入“工具手册”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8月

2 日，记者从大连市获悉，经工信部
审核认定，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获评2021年国家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大连豪森是2021年我省唯
一上榜企业，也是大连市近3年来唯
一获此称号的企业。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由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审核认定，
从研发创新投入、人才激励、创新
合作、创新队伍建设、创新条件建
设 、技 术 积 累 储 备 、技 术 创 新 产
出、技术创新效益等方面对申报
企业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旨在
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促进和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
设，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示范引
领作用。

大连豪森将研发创新作为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之一，
拥有 140 余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
专利，并 100%转化应用到高新技术
产品中。在保持传统动力总成领域
优势的前提下，公司持续加大对新
能源领域技术研发的投入，在锂电
池智能生产线、氢燃料电池智能生
产线、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智能生
产线等领域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的
突破。

大连豪森
获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为
企业复工复产做好服务。近日，丹
东市市场监管事务服务中心计量
部门全面开展涉企事业单位计量
周期检定工作，最大限度减轻企事
业单位计量工作因新冠肺炎疫情
受到的影响，保障企事业单位工作
正常运转。同时，组织计量检定人
员现场提供应急检定和校准等计
量服务。

企业在用的计量器具大多按
周期检定。计量部门开通检定校
准绿色通道，急企业之所急，对有
检定校准需求的企业有需必应。
同时，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相关医疗
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等技术服
务。检定人员深入一线，高效保质
保量完成检定校准工作，有效保障

了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为保障
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计量
准确，检定人员对超市的电子秤和
集贸市场的“公平秤”、企业的计量
器具开展计量检定工作，既让商户
放心，又让百姓安心，保证了在用
计量器具准确可靠，为人民群众的
消费安全提供保障。为解决受疫
情影响而导致的加油机检定时限
到期问题，检定人员对加油机的主
板及流量计铅封进行复核，同时对
加油机进行误差检定，调整存在误
差的加油机，确保每台在用加油机
计量准确。

复工复产以来，丹东市计量部
门累计强制检定服务企业 26 家，
强检件数达 1866 件，减免费用 18
万元。

丹东开通计量检定绿色通道
护航企业生产连日来，铁岭市昌图县普降大雨。其中，古

榆树镇遭遇了强降雨和超警戒水位洪水。穿镇
而过的招苏台河流经4个行政村，全长13.5公
里，最大泄洪量达393立方米/秒，河道堤防压
力增大。

招苏台河后乌龙村段出现两处险情，总长
达100米，情况十分紧急。镇防汛指挥部接到
巡堤员汇报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调动200名
民兵、70余名村组干部、5辆大型机械、15辆农
用车到达险情发生地，紧急助力抢险。经过48
小时的昼夜抢险，两处险工险段被重新筑牢，在
保住大堤的同时，也保住了下游2.5万亩农田及
两个自然屯 487 户 1550 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为确保万无一失，昌图县派出专业施工人
员奋战在大堤上，加固大堤，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图①为加固大堤，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图②为紧急调动大型机械助力抢险。
图③为专业施工人员奋战在大堤上。

本报特约记者 关 兴 摄

坚守大堤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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