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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重大工程
推动动能转换

“17市的具体实施规划和'十强产业'

规划均已出炉，形成了覆盖全省、相互衔

接、重点突出、配套联动的规划体系。”据该

委主任张新文介绍，山东省重大办会同有

关部门，聚焦“十强”产业和“放管服”、高层

次人才、重大基础设施三大支撑，初步建立

起“10+3”协调推进体系，并率先推出六项

措施，为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起势注入了强

大动力。

区域连线

重点推荐

把 企 业 需 求 作 为 改 革 依 据

□ 梁相斌 孔祥鑫 高健钧

新企业办理时间从24天缩短到

5天；低压电力接入办理时间由原来

的141天压缩至25天以内；不动产

登记事项办理时限由10个工作日压

缩到5个工作日内办结……今年3月，

北京市发布精准制定的优化营商环

境系列政策，为企业群众办事大幅

度精简了程序、降低了成本。

精简程序、降低成本，
让企业群众更有“获得感”

3月 16日申请报装，3月27日

完成送电。北京信庭利合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接电项目全过程仅用时8

个工作日。此工程计量综合箱及以

上部分由电力公司投资，客户减少

一次性投资12万元，节省后期运维

投资每年约10万元。

“我们落实国家扶持小微企业

的政策，努力在用电方面贡献自己

的力量。”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董事

长李同智表示，公司针对小微企业

所面临的问题，开展小微企业“零上

门、零审批、零投资”专项服务行动，

将低压供电容量由100千瓦提升到

160千瓦，供电企业全额承担表箱及

以上设备设施投资。“按照2017年相

关数据测算，可为客户节省外电源

投资约12亿元。”

“以往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从政府

角度怎么自我革命，如今，我们更多

地从企业角度出发，考虑更多的是企

业希望政府怎么办，真正把企业的需

求作为改革的依据。”北京市发改委

综合处处长林恩全告诉新华社记者。

去年9月，北京市制定印发《关

于率先行动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施

方案》。该方案从投资环境、贸易环

境、生产经营环境、人才发展环境、

法治环境等5个方面提出了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的具体政策建议。

“优化营商环境是北京市的一

把手工程。北京市领导层面召开了

50余次调度会，部门间召开了200

余次协调会，面对面听取了560多家

在京企业和中介机构的意见、建

议。针对企业在设立、建设、运营、

发展等涉及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北京市27家部门和单位精准制

定了‘9＋N’系列政策。”林恩全介

绍，这些政策为企业群众办事大幅

度精简了程序、降低了成本。

从“到处跑断腿”到“最多
跑一次”，办事效率大幅提高

6月 11日下午，北京市石景山

区企业开办大厅，北京京御康源中

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通过“一窗受

理、网上办理、并行办理”模式，2天

内办结了企业获得开办资质所需的

营业执照、印章等；通过网上提交申

请和纸质材料，2日内获得了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我们联合市税务局、公安局、

人力社保局等多个部门，减环节、缩

时限、降成本，全面提高企业开办效

率。”北京市工商局注册处副处长许

泽楠介绍。

营商环境的优化给普通群众带来

的便利同样效果显著。居住在昌平区

的任先生的经历诠释了不动产登记部

门改革的初衷——“最多跑一次”。

“购房资格审核现在只要1天就

能完成；签约、缴税、过户等环节在

一个综合服务窗口就能完成。”任先

生回顾起前后两次购房经历，“5年

前，我第一次买房时真是‘到处跑断

腿’，不仅往返各类办事大厅，还要

重复多次提交材料，如今享受到了

一站式服务。”

北京市规划国土委不动产登记

处副处长王宏娟说，全市办结的不

动产业务中近八成实现了“一次上

门，当场领证”。

为了方便纳税人办理税收业

务，北京税务部门制定了办税事项

“最多跑一次”清单、涉税事项“全程

网上办”清单。

“我们改革的初衷就是用最短

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监

管，把服务企业和群众的事情办

好。”北京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

长张菁说。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努力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作为大国首都、国际城市，北京

市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

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积极主动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为高水平推进北京营商环境改

革，北京市主要领导与包括世界银

行首席执行官格奥尔基耶娃、普华

永道全球主席罗浩智等在内的国际

组织负责人和企业家进行会谈，了

解国际先进经验，听取对北京优化

营商环境的具体工作意见。

同时，北京积极吸纳世界银行

关于优化我国营商环境79条短期和

中长期改革建议，进一步提升“做事

规则”的国际化水平。

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谈绪祥介绍，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9＋

N”政策只是起点、不是终点。目前北

京市发改委会同全市56个部门和单

位，研究制定了《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该计划将以切实增强企业和

群众获得感为出发点，扎实推进北

京效率、北京服务、北京标准和北京

诚信‘营商环境四大示范工程’，打

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高地，为推

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构建国际一流

的和谐宜居之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

础。”谈绪祥说。

河北唐山港上半年
吞吐量超3亿吨

近日，河北省唐山市交通

运输局传出消息，今年 1月~

6 月，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达

3.03亿吨，同比增长7.28%，这

也是唐山港首次半年吞吐量

突破3亿吨大关。 图为一艘

轮船靠泊在唐山港京唐港区

集装箱码头装货。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 方问禹 许舜达

夏季，驻足浙西山区丽水市遥

望，3500多座海拔千米以上山峰翠

绿如绸，为我国华东地区筑起了一道

绿色的生态屏障。

浙江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10年来浙江省域内种植各类树木约10

亿株，造林更新40.52万公顷。以“八八

战略”为总纲，浙江不断夯实生态优势，

将“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天然劣势，转化

为“青山绿水大花园”的发展优势。

10年人均增绿13.8平方米

刚放暑假，赶来西湖边游玩的各

地中小学生就一波接着一波。学生

家长杨青说，西湖景区山水交融、林

木葱葱，孩子在中心城区就能接受

“森林教育”。

城乡居民，是植树造林的最大受

益者。通过城市绿化、通道绿化、农

村绿化等方式，浙江省自2010年以

来投资600多亿元，种植258万亩平

原林木，城乡居民能直观感受到身边

的树木多了。

“平均一亩造林成本超过 2万

元，这种投入力度在全国少有。”浙江

省林业厅绿化造林处处长骆文坚告

诉新华社记者，近10年间浙江省人

均增绿13.8平方米，平原林木覆盖率

从14.8%提高到20.1%，已经达到发

达国家水平。

植绿为人，更需用心。骆文坚

说，在树种的选择上，既要引进景观

优美的珍贵树种，也要保护好适应性

强的乡土树种。此外，还要注重景观

搭配，以乔木为主，辅以灌木、草本搭

配，树林才会形成高低错落，四季都

有别样的景致。

“森林经济”全面勃发

征地建绿、租地造绿、拆违植

绿、拆墙透绿、见缝插绿……湖州

市长兴县近年新增各类平原绿化

面积10.8万亩，累计达50.13万亩，

平原林木覆盖率38.17%，位居浙江

省前列。

城乡绿意盎然，长兴县由此成为

长三角区域的旅游胜地，“森林经济”

也悄然勃发。2017年，长兴县林业

生态旅游共接待游客 837.62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10.05亿元。

除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生态

功能，森林正作为稀缺资源、浙江省

“绿色名片”，为城乡居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经济价值。

近年来，浙江着重发展森林休闲

养生新兴产业，已命名“森林特色小

镇”52个，全省森林旅游年接待游客

超过1.8亿人次、产值达1356亿元，

逐渐形成了木业、竹业、花卉苗木、森

林食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森林旅

游等六大主导产业和一批林业产业

集群。

“诸暨一株香榧树，一年最多可

以产生10万元的经济效益。”骆文坚

介绍，浙江花卉苗木产业的规模和效

益均领先全国，香榧、山核桃、油茶等

经济作物，林下套种三叶青、铁皮石

斛仿生栽培等高效林业经济，成为浙

江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方式。

2017年，浙江省人均林业纯收

入占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7%，

临安、江山、龙泉、庆元等县（市）农民

纯收入的50%以上来源于林业。

珍贵树种扮靓“大花园”

今年6月，浙江省召开全省“大

花园”建设动员部署会，提出到2022

年把浙江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绿色

发展高地、全球知名的健康养生福

地、国际有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

建设“大花园”，绿色是底色。对

于进一步推进国土绿化，浙江省提出

到2020年，栽植珍贵树木1亿株以

上，其中发展珍贵树种基地12万亩

以上。

“浙江将把发展珍贵树种作为

‘大花园’建设的重要抓手，以主要通

道沿线、城镇周边和景区范围山体的

珍贵彩色森林建设为重点，连片推

进。”浙江省林业厅副厅长杨幼平

说，目前浙江省已基本明确每年投

入1.5亿元用于珍贵彩色森林建设，

将重点选择南方红豆杉、红豆树、浙

江楠、紫楠、降香黄檀、香榧、银杏等

珍贵树种。

据悉，浙江省第一部专门针对

古树名木保护的政府法规《浙江省

古树名木保护办法》也已正式实

施，旨在解决古树名木生存环境时

有破坏，濒危古树得不到救治，甚

至被擅自移植、盗伐盗卖等严重问

题，为古树名木戴上“护身符”、撑起

“保护伞”。

“智慧农旅”花开小镇
江西鹰潭市灵溪小镇运用互联网

思维打造乡村高效旅游模式

□ 秦 宏 沈 洋 田 耘

在种植着20多种不同水果的千亩

果园中，游客选择任一果园采摘喜欢的

水果，放入一个“智慧采摘篮”中，水果的

品种、重量和价格，将实时显示在果篮上

的LED小屏和手机上。游客在线支付

后再输入地址，果园服务人员将把水果

打包，并送到指定的地点。

在江西鹰潭市的余江区灵溪小镇乡

村旅游园区中，只需要游客领果篮时，用

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享受到这一

切服务。

“我们发明的‘智慧采摘篮’嵌入了

传感器、定位、无线通信等技术，实现了

从取设备到结账全流程自助式客户采摘

服务。”小镇的技术总监王文告诉新华社

记者，系统平台会对每一个设备分配唯

一二维码，客户通过扫描实时二维码激

活采摘篮，它就会自动判断采摘的果品

种类并进行计价，同时将内置传感器采

集到的信息以及客户指令，通过网络上

传至服务器，实现自助采摘、支付功能。

“除了采摘、支付、运输等环节，消费

者今后还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追溯水果生

长环境和生产全程信息，并进行线上消

费和互动评价，这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

体验。”王文说，采集的消费大数据信息

反过来又能促进园区的生产管理。

记者在灵溪小镇智慧园区办公大楼

大厅看到，整个园区上千亩水果种植基

地的信息，全部显示在一块LED大屏幕

上，其背后的“大脑”是一款小镇自主开

发的智慧农业软件控制平台，这个平台

是整个小镇种植基地管理的信息中枢。

“智慧采摘篮”就是小镇“农旅结合”产业

运营互联网思维的一部分。

“基地中每块地里都有传感设备，它

用于定位地块、监测土壤肥力、水分和温

度情况，以及植物的病虫害信息。”灵溪

小镇总经理陈育平说，这些信息汇总后

与公司的智慧农业任务管理系统相结

合，就可以根据情况，将相应的生产任务

下达到生产人员的手机上，让他们执行

相应的生产行为。物联网技术实现了生

产和管理的精准化、实时化，提高了生产

效率和质量。

“用互联网思维打造高效、高质量的

‘农旅’结合休闲旅游模式是我们的目

标。”陈育平告诉记者，作为一个集农业

和生态休闲观光、水上乐园、餐饮服务、

户外活动于一体的多元化“农旅”园区，

目前技术团队正在探索进一步将小镇的

各个生产和消费环节进行集成。届时，

游客只需要下载一个App，就可以自由

选择想体验的项目，消费完成以后，打开

手机就可以进行支付。游客消费体验的

满意度，也可以通过后台反馈，以帮助园

区改善运营。

“探索还远未停止。”王文说，他们的

团队中有10多位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的

信息与通信工程、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

等学科的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今后

将研发一整套系统的、可推广的“智慧农

旅”生产管理模式。

10年植树 10亿株 用心涵养“大花园”
2017年，浙江省人均林业纯收入占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7%

北京从投资、贸易、生产经营、人才、法治等5个方面优化营商环境，

27家部门和单位精准制定了“9＋N”系列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