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辽沈
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王琦报道 在
优化营商环境方
面，沈阳市现已收集
企业群众反馈意见7
万多条；为了方便企
业群众办事，市、区
两级政务服务中心
每周双休日开设窗
口602个，办理事项
累计6万余件次；两
年来，沈阳建立了
“1+6”优化营商环境
专项整治工作体系，
开展六大专项整治
行动。目前，整治效
果明显，沈阳市新增
市场主体持续攀
升。截至 2018 年
10月末，沈阳市新
登 记 市 场 主 体
14.62万户，同比增
长 6.15%；实有市
场主体76.42万户，
同 比 增 长
16.23%。民间经
济投资大幅增加，截
至 2018年 9月，沈
阳 市 完 成 投 资
1435.5 亿元，增长
19.5%；民间投资
888.6 亿元，增长
21.2%。高于全市
投资增速1.7个百分
点，高于国内民间投
资增速12.5个百分
点，民间投资占全市
投资的61.9%。

昨日，沈阳市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沈阳市
营商局、发改委、工
商局等部门在现场
介绍了专项整治相
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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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辽宁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9年
1月22日在沈阳召开。

2018 年 11 月 28 日 ，辽 宁 省
第 十 三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通 过《辽 宁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召 开 辽 宁 省 第 十 三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的 决 定》，辽 宁
省 第 十 三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决 定 ：辽 宁
省 第 十 三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 在 沈
阳 召 开 。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听
取和审议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2.审查和批准辽宁省 2018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 草 案 的 报 告 ，批 准 辽 宁 省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3.审
查和批准辽宁省 2018 年预算执行
情 况 和 2019 年 预 算 草 案 的 报 告 ，
批准辽宁省 2019 年省本级预算；4.
听取和审议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5.听取和审

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6.听取和审议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7.表决关于辽宁省人民代
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更名的决
定草案；8.表决关于设立辽宁省人
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决
定草案；9.表决通过辽宁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人选名单。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于2019年1月22日召开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李那报道“今年市里出台了老
旧小区提质改造三年规划，请问区房
产局的领导，如何加强改造后的老旧
小区管理？”这些问题出现在日前举
行的沈阳市大东区第十八届人大常
委会第八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大东区 29个政府组成部门的负
责人面对 35位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和 12 位人大代表、4 位居民代表的

“当面问政”，均作了认真回答。
“今年上半年，大东区完成全部

292 个老旧小区的业委会组建工作，
涉及居民15.7万户。同时，积极研究
制定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模式和办法，
起草并出台《大东区推进老旧住宅区
物业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由政府部门
投入资金，房产部门、办事处、公安、规
划等单位联合行动，拆违章建筑、整修
小区道路、建绿地和配套设施、修建小
区封闭围栏等，为老旧小区实行规范
化管理创造条件。根据居民意愿，在
全区范围内推行‘保障型’物业管理、
自治管理、社区管理三种老旧小区管

理模式，实现日常管理全覆盖。”大东
区房产局相关负责人解释。

这次“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专题
询问是大东区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
权、创新监督方式的重要举措。委员
和代表们就经济、社会事业、城市管
理、民生事项等各方面进行深入调研，
实事求是、客观评价大东区“十三五”
规划实施情况，找差距、找短板，研究

“十三五”后半期发展思路。
针对垃圾分类问题，相关负责人

表示，大东区从2013年开始试点运行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已完成50个星
级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建设，在全区71
家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实施了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在 469个餐厨垃圾产生
单位实行餐厨垃圾集中统一收运。每
周五上午安排一个小时，由社区干部
和垃圾分类引导员担任志愿者，指导
居民对可回收垃圾定点投放。

目前，大东区已有3家社会企业参
与50个试点小区的可回收物收集、处
置工作，设置了智能式可回收垃圾收
集箱、有害垃圾箱等垃圾收集容器。

大东区29个政府部门负责人接受人大代表居民代表当面问政

专项整治以来，沈阳市政府督查室
通过各种方式收集企业对政策执行落
实的意见和建议。共召开专题调度工
作会议46次，下发督办单83件次，共收
集企业反映问题 194个，其中共性问题
83个，个性问题111个。沈阳市政府督
查室表示，目前，111个个性问题已解决
了80个，企业均表示满意，其他问题正
在积极推进解决中。

此外，对沈阳市委市政府 2014 年
以来制定的政策性文件进行了筛选和

分类汇总，形成《沈阳市惠企政策清
单》，通过与执行部门共同研究论证，目
前确定废止7条、修订8条，共涉及政策
432条。

同时，沈阳市政府督查室先后组
织了两次政策执行情况专项督查，对
各单位的 600 余个执行处室的电话畅
通情况、人员在岗情况及政策解读情
况等进行在线督查，对存在问题的单
位进行通报并责成限期整改，以保证
政策落实。

政策落实：梳理惠企清单 解决企业个性问题80个

沈阳602个办事窗口双休日也办公
窗口服务：绘制185个社会热点需求化“套餐”

政务窗口服务质量专项整治方面，
沈阳市提出让企业群众办事“像网购一
样方便”。从需求侧出发，对服务主题、
特定对象进行分类，为政务服务事项名
称加注通俗易懂的企业群众办事标签。

通过梳理政务服务事项前后置关
系等，将每一个行业准入需要取得的所
有证照批文、必备条件等形成标准化服
务流程，绘制出“开饭店”“开网吧”“开
药房”等185个社会热点需求化“套餐”。

沈阳市还在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
心设置新开办企业综合受理窗口，形成
了信息“零填表”、申报“零要件”、准入

“零门槛”的服务模式。由原来单一的
企业设立登记延伸至企业开办全链条，
将办理印章刻制备案、税务登记，需要
申请人填写的表单信息全部整合进“一

证零表”服务范畴，申请人在申请企业
设立登记的同时可一并申请办理公章
刻制和税务登记。

截至目前，新开办企业综合受理窗
口已为1600户企业主体提供了“一证零
表”相关服务。

在解决群众周末“办事难”问题
上，截至 10 月底，沈阳市、区两级政务
服务中心累计提供双休日“延时服务”
99069次。

另外，还重点对市、区两级政务服
务中心窗口工作纪律持续开展明查暗
访和专项检查，已累计开展 33批次，发
现问题 281 起。同时，对政府网站进行
常态化监督检查，严防出现空白栏目和
长期不更新栏目，杜绝出现“僵尸网站”

“睡眠项目”。

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提报涉企检查降73%

今年以来制度性成本显著降低，沈
阳市法制办表示，行政检查总量只减不
增。根据统计，2018年，市直 20个部门
共提报涉企检查 691 家，同比去年减少
1923 家，下降 73%；同比 2016 年减少
14395家，下降95%。

经过涉企检查审核之后，在提报计
划基础上再核减了 206 家企业，仅保留
涉企检查 485家，该数据在 2017年基础
上减少4家，同比2016年下降81.5%。

今年，沈阳公布了市本级15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 6 项政府性基金目录清

单。2018 年政府定价涉企经营服务性
收费与2017年相比，取消了律师服务收
费、社会化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机
动车排放污染物环保检测费3项收费。

在行政事业性收费上，停征环保排
污费（停征后改征环保税）、免收建筑基
坑降水（疏干取水）污水处理费和水资
源费；政府性基金免征了工业及生产服
务业投资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自
2017年 8月份实施一年来，沈阳市共办
理符合免征条件的配套费 231.07 万平
方米，减免金额为1.468亿元。 垄断性服务行业：三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沈阳市发改委表示，降低企业成本
效果也在逐渐显现。今年三次降低一
般工商业电价，合计降价 8.39 分/千瓦
时，预计全年将降低一般工商业及其他
用电客户电费 3.1 亿元；2017 年供水配
套工程费下调 11.8%，截至目前共为开
发建设单位节约资金 0.3 亿元，今年又
将工程设计费、监理费在原执行标准基
础上下降 10%；2017年燃气配套工程费
下调 31.8%，截至目前共为开发建设单
位节省资金约3亿元。移动、联通、电信
三家公司全部按照国家提速降费政策
要求，实现取消语音长途漫游费、流量

“漫游费”。

此外，提升服务质量的长效机制已
基本建立。以供热为例，沈阳市供热主
管部门针对部分区域用户室温不达标、
供热设施夏季维护不到位、运行管理环
节缺失、考评标准不够细等问题，制定
了《沈阳市民用建筑供热服务标准》；针
对用户在办理收费、报修、停供、投诉方
面遭遇程序复杂和供热企业在提供各
项服务时程序不明、时间限制不清的问
题，下发了《沈阳市供热服务流程》；对
新建小区保修期内供热设施维修存在
供热公司和开发企业推诿扯皮现象，下
发了《关于沈阳市新建住宅园区供热设
施维护管理的指导意见》。

整治政府失信：解决招商政策不兑现问题22个

自开展政府和企业失信专项整治
行动以来，沈阳市将危害群众利益、
损害市场公平交易等政府失信行为
作为整治重点，如政府类投资项目不
及时结算、长期拖欠工程款，政府招
商政策承诺不兑现，净地不净，政府
承诺的惠民政策落实不到位及法院
判决政府失信案件等政府机构失信
问题。

为此，沈阳市严禁实施未经充分论
证、未落实建设资金的项目，严查未批
先建、先开工后立项行为等，避免政府
投资项目过度超前建设，从源头上防范
发生新的欠款。

同时，梳理排查政府招商政策承诺
及已签订合同不兑现问题清单，督促相
关地区严格兑现依法向社会及行政相

对人作出的政策承诺。在解决“净地不
净”问题上，启动司法强拆程序、加快产
权产籍注销办理、适当调整征收范围、
推进市政设施排迁等措施。

沈阳市还通过12345沈阳市民服务
热线，针对政府承诺的惠民政策落实不
到位情况，受理并督促解决群众有关诉
求。

目前，沈阳市偿还政府拖欠工程款
27.83亿元；解决净地不净问题49个；解
决招商政策承诺不兑现问题22个；会同
法院梳理排查政府失信案件46件，已全
部解决并销案。

此外，在企业失信方面，建立完善
沈阳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联合奖惩功
能，向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推送各领域
企业“红黑名单”及奖惩措施。

中介服务事项减至67项 整治“红中介”“灰中介”
目前，沈阳市中介服务事项由年初的

169项缩减到67项，并开展“红中介”“灰中
介”整治工作，建立“黑名单”制度，建立涵
盖386户中介服务机构的机构名录库。

沈阳市工商局介绍，原有 5家事业
单位性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就是所谓的

“红中介”，其中3家实现转企改制，另外
2家整合到沈阳市市场监管服务与行政
执法中心，与原审批主管部门脱钩。对
于“灰中介”，对外公布了其9种具体表

现形式及监督举报电话24011114。
另外，工商部门会同物价部门实地

检查了54家中介机构，发现收费不公示、
合同条款不规范等问题，已责令整改。

目前，辽宁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信
息管理平台在沈阳市上线运行，通过该
平台对外公布了“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中介服务规范标准”“中介服务机构名
录库”“严重违法失信中介服务机构名
单”等相关数据信息。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
户端首席记者朱柏玲报道 我省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等人群可
享受职业培训补贴，地方自行确
定职业培训项目和补贴标准。

日前，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辽宁省财厅发布了我
省职业培训补贴资金相关办法。

享受职业培训补贴的人员
包括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高
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
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
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以
及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省级政
府批准的其他人员。

符合条件的培训人员可根
据自身条件和就业意愿，在与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签订协
议的培训机构范围内选择参加
相应专业（工种）的培训。

省级不再统一制定培训补
贴项目和对应的培训补贴标
准，由各地根据培训工作的实
际需要，按照有关规定，自行确
定培训项目和补贴标准，并报
省级备案。

我省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等
可享职业培训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