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 月 9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崔淑静 版式：许云峰 校对：王博6 经 济·公 益 广 告

本报讯（记者 苑莘） 记者 1 月 6
日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期该局开
展了个体工商户服务专项活动，努力为
个体工商户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专项活动期间，市市场监管局组织
党员干部开展了个体工商户走访，深入
香江市场等地，向工商户发放了《惠企
政策汇编》，并进一步摸清个体工商户
的诉求，努力帮助他们应对经营中遇到
的困难。通过走访，该局摸清了相关情
况，为下一步帮扶指明了方向。该局持

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入落实“保市
场主体发展的十五条措施”，推进标准、
计量、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
设施“一站式”服务，全面开展涉企违规
收费专项整治行动，积极为个体工商户
发展助力护航。同时，该局还充分发挥
牵头作用，联合市直其他部门抓好纾困
政策落地落实，对接做好相应扶持政策
的宣传、承接、细化、落地工作，推动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壮大。

我市提升服务个体工商户水平

本报讯（记者 苑莘） 记者 1 月 5
日从高唐县了解到，该县全力以赴搭建
制造业强县“四梁八柱”，营造了制造业
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目前，该县七大
制造业产业企业数量已占全县规上企
业总量的七成以上，产值占到全县工业
总量的八成以上。

该县明确由县委书记、县长担任总
链长，由相关县级领导担任7大重点产
业链链长、副链长。建立了以链长制统
筹全县制造业发展大局的议事协调工
作机制和推进体系，抓实制造业强市建

设。围绕“加速崛起、再塑辉煌”目标定
位，提出了打造“1222”产业体系的制造
业强县目标，即做强做大以时风集团为
代表的1个装备制造主导产业；重点突
破以纷美包装、新泉林为代表的造纸印
刷，以鲁发信德、国宏为代表的高端食
品2个优势产业；着力培育以泉海科技、
山东端子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以奥博生物
为代表的生物医药2个新兴产业；改造提
升以智德纺织、锦泰棉业为代表的纺织服
装产业，以新华木业、金如意木业为代表
的高端板材2个传统产业。

高唐搭建制造业强县“四梁八柱”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工作机制
得到理顺、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
治理更加顺畅、集体经济大幅增长……
1月5日，记者从东阿县了解到，该县探
索建立“六联六促”新村融合机制，推动
村庄抱团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以组织联抓促队伍融合。该县将
482个村调整优化为69个行政新村，建
立了以“镇（街）党（工）委—新村党委—
网格党支部—党员中心户”为主线的组
织体系。以新村党委为主体，统筹镇村
干部一起用、组织活动一起搞、工作成
效一起考，把镇村干部“拧成一股绳”。

以制度联建促运转融合。该县编印
《新村运行工作手册》，明确新村各类组
织职责及管理制度，建立议事清单，推动
村级组织规范运转。通过推行每周例会
制度，集体研究工作，狠抓工作落实。

以资源联用促规划融合。该县结
合村庄资源禀赋，对 69 个新村进行规

划，确定集聚发展类33个、存续提升类
22 个、城郊融合类 3 个、特色保护类 6
个、搬迁撤并类5个，集中优势资源定
向突破，提升了投入产出效益。

以网格联动促治理融合。该县按
照党组织体系，将全县划分为 69 个新
村大网格、482 个自然村中网格、4556
个胡同片区小网格，构建党建引领、多
网合一的网格治理体系。

以服务联办促民心融合。新村全
部建立党群服务中心，将521名镇街机
关干部、158名公益岗人员、1669名村干
部定岗定责到网格，服务大厅开展帮办
代办服务，基本实现了群众办事不出村。

以产业联兴促发展融合。该县明
确以新村为单位统筹产业项目，“握指
成拳”“集团作战”。2021年以来，该县
先后整合涉农资金 7700 万元，发展村
集体经济项目 26 个，年增加集体经济
收入近600万元。

东阿“六联六促”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1月6日，蓝天七彩建
材有限公司铝单板幕墙智
能制造车间，智能机器人
在进行流水线作业。

蓝天七彩建材有限公
司是江北规模最大的铝单
板幕墙生产企业，引进全
省唯一的全自动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环保涂线设备，
单位能耗可降低 50%以
上。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智能生产
环保优先

■ 邹辉

刚刚闭幕的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特别强调，要在创新引领发展上务求
实效，加快高水平科技创新，更加重
视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主动拥抱
前沿技术。仔细梳理，不难发现，“创
新”是本次会议的关键词之一，释放
了鼓励企业创新的明确信号。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科技创新，企业是主体。强化创新主
体培育，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才

能拥有市场核心竞争力，才能掌握市
场话语权，更易实现“弯道超车”“破
圈出位”。

不过，万事开头难，企业创新亦
是如此。当前，我市经济社会仍处于
疫情冲击后的恢复阶段，经济增长压
力巨大。身为创新主体的企业，科技
创新的主体意识并不强，动力更是不
足。引导企业坚定信心，守正创新，
锚定目标勇毅前行，政府不能仅仅

“扶上马”完事，更需要“送一程”。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我市各级各部门的政策“工具箱”里
要储备更多的举措，在资金、政策、服
务、辅导等多层面提供“全链条”服
务，让市场上矢志创新的各类市场主
体都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让不同
领域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真正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建设“六个
新聊城”的深化之年。在新起点新征
程上，聊城经济“稳”的基调更明确，

“进”的要求更积极，进一步加快企业
科技创新的步伐，则显得尤为迫切。

我市在落实好国家、省等各项惠
企新政的前提下，必须立足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集群和
资源优势，细化和制定更多政策，通
过科技平台、资金、人才等支持，深层
次培植创新沃土，构建精准赋能的科
技创新体系，让瞪羚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等为代表的
企业梯队获得创新“加速度”，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创新“扶上马”，更需“送一程”

■ 本报记者 王培源

“他们服务热情周到，态度细心细
致，不到20分钟就帮我成功注销了食
品生产许可证。”1月5日，谈及东昌府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的优质服务，聊城
市味之丰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思举
赞不绝口。

东昌府区以群众需求和体验感为
导向，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提档升级，深
化“一次办好”改革，全力打造“昌快
办·畅快办”政务服务品牌，有效解决
群众办事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实现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跑”的
飞跃，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和满意度。

聚焦“网上办”
全面推行“不见面”审批服务

东昌府区全面推行政务服务“网
上办、掌上办、邮寄办”，优化畅通线上
办理渠道，多渠道发布网上申报指南，
目前通过山东政务服务网已搭建“点
菜单”“智助办”“告知承诺制”“老年人
办事”等服务专区。强化“云审批”服
务模式，依托“智慧东昌”平台，借助免
费寄递、远程评审、勘验，打破空间时

间限制，实现准入准营等商事登记全
程网办“零见面”。针对需线下办理的
业务，推出网上、电话等预约服务，申
请人在指定时间现场办理、即来即
办。目前，全程网办率高达99.75%。

聚焦“上门办”
构建“四位一体”帮办代办服务

东昌府区推出区镇村三级帮办代
办专员无差别服务，打造办事“最诚服
务”。设置帮办代办专区，针对差异化
需求，安排专业人员提供精准服务。
2021年7月1日成立由32名党员组成
的“红色审批服务队”，已为群众和企
业提供上门服务300余次，节约审批时
间80%以上。涉及多部门审批的事项，
相关部门“组团”上门指导、验收、核
准，一次办好。通过“东昌微帮办”平
台点对点远程协助，实现24小时全天
候在线服务。

聚焦“就近办”
持续升级“15分钟政务服务圈”

东昌府区在全省率先实现“智慧
政务进社区”，新区街道御苑社区成为
全市首家示范点，打造了政务服务线

上线下一体化“智慧政务”新模式，让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了解办理指南、秒
批秒办等各类政务服务事项。万达广
场“商事登记+MALL”服务站成功启
动，打造全市便民政务服务站的示范
样板，推广“15分钟政务服务圈+迷你
政务专厅”模式，目前共为1200余家商
户办理相关业务。深化“政银、政企、
政邮”合作，100 余家银行和邮政网点

“变身”政务办事点，最大程度方便基
层群众“就近可办”。

聚焦“异地办”
持续推进“跨域通办”服务

东昌府区政务服务大厅设置“跨
域通办”专窗，通过“收办分离、属地办
理”模式，为企业提供业务咨询办理
等；依托山东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异
地颁证”。线上“全程网办”，通过“智
慧东昌”云审批平台，充分运用统一身
份认证、数据共享、电子证照、电子印
章、远程视频勘验、免费邮寄等方式，
推动更多事项全程网办。扩大“跨域
通办”范围，持续拓宽“异地通办”范
围，推动“异地受理、互通互认、属地审
批、即时办结、免费邮寄、就近取证”实

质化落地，扩大与外省市县行政审批
局点对点通办范围，全方位增强异地
政务服务能力，实现“一次办好”。目
前，东昌府区已与 22 省 246 个县（市、
区）签订“跨省通办”“全省通办”合作
协议。

聚焦“集成办”
全力打造“全包圆”集成服务

东昌府区聚焦企业发展中常见的
审批事项，对办理流程、时限、要素进
行分类梳理、无缝连接，以“减、并”为
原则，实现了审批服务个性化定制，通
过再造申报方式、受理模式、审核程
序、发证方式等，打通“全包圆”服务链
条，整合企业准入准营事项，变串联模
式为并联审批、证照联发，以收件、办
事、评价、回访、反馈、提升的闭环流程
逐一推进，最终实现“一次告知、一次表
单、一次联办、一次办好”，让群众享受
到“全包圆”集成服务带来的便利。目
前，共梳理公布了106个“一件事”主题
服务目录清单，56项“全包圆”事项陆续
投入使用，通过“全包圆”服务模式共受
理审批800余件，特色审批50余件，审
批时限平均压缩90%以上。

叫响“昌快办·畅快办”政务服务品牌
——东昌府区全力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和满意度

本报讯（通讯员 姜伟）按照省人
社厅安排部署，1月5日，聊城开始组织
2022年度齐鲁首席技师申报工作，以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齐鲁首席技师是齐鲁系列人才工
程重要项目，每年评选一次，在市首席
技师，省属行业、企业首席技师或具有
高级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并取得行业内公认的业绩的高技
能人才中选拔，重点围绕服务新旧动
能转换等重大工程，从国民经济发展
支柱产业和“十强”现代优势产业相关
企业中选拔。

推荐人选要求在技术创新、技术

改造中作出重要贡献，取得重大发明、
创新成果或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在本企业、同行业中具有领先的技
术技能水平，并创造出同行业公认的
先进操作技术方法，具备高超技艺、绝
招绝技并在传技带徒方面成绩突出，为
人才培养和技能传承作出突出贡献。

我市齐鲁首席技师申报程序为逐
级推荐、市级评审、组织审定，确定推
荐人选后上报省人社厅。

目前，我市共有齐鲁首席技师 51
人，在企业技术创新、升级改造、带徒传
技等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我市企
业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技能
人才支撑。

齐鲁首席技师申报工作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