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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综合ComprehensiveComprehensive

□ 本报记者 李季平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委、

市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

中，抓重点求突破、抓创新求特

色、抓落实求实效，紧紧扭住关

键环节，扩展改革效应，使改革

红利充分“外溢”，制度活力充

分彰显。

2018年，邢台市共推出和

创新改革570项，多项改革亮点

频现。例如，营商环境“两不见

面”改革，受到国务院通报表

扬，被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作

为典型经验推广；扎根基层的

十九大精神“小马扎”宣讲品牌

在全国推广；累计投资3.63亿

元的全面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

改革经验在全省推广等。

目标导向
催生“复合效应”

邢台市坚持以目标为导

向，催生改革的“复合效应”。

邢台市每周开展“项目建

设周周促”，每季度举办项目观

摩和招商引资“擂台赛”，每半

年举行全市项目观摩拉练等。

2018年，邢台市的省市重点项

目分别完成投资 201 亿元和

400亿元；市县签署重点招商项

目604个，总投资3482.8亿元。

同时，邢台市坚持产业强

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

产业“脱胎换骨”。例如，改造

提升“老字号”，投资80亿元的

中钢邢机升级改造项目全面开

工，邢台钢铁搬迁改造全面加

快，德龙钢铁、沙河玻璃等优势

产能实现海外布局；开发“特字

号”，“一业一策”制定了羊绒、自

行车、轴承等10个转型升级专

项方案，在全省“四个一百工程”

中，邢台入选46个，数量居全省

第一；培育“新字号”，实施战略

性新兴产业三年行动计划，专门

组建信息产业集团打造虚拟现

实、3D技术应用基地，低速新能

源汽车产能超过30万辆，经济

运行质量效益明显好转。

在科技体制创新方面，邢台

市制定了科技创新行动三年计

划，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

重达1.25%，省级以上重点实验

室、众创空间、农业科技园区、创

新型产业集群及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数量均居全省第二位；成立

“云上邢台”办公室，与华为合作

建设冀南云计算大数据中心。

问题导向
聚焦“精准效应”

邢台市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聚焦改革的“精准效应”。

精准推进环境治理，树立

“邢台新形象”。邢台市政府出

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实施意

见及12个专项方案、4个保障

方案等文件，统筹实施工业企

业治理、产业布局调整、“散乱

污”清零、清洁能源替代、污染

面源治理等专项行动，强力推

动钢铁、焦化、水泥、电力、玻璃

等重污染行业77项深度治理工

程。同时，全面推行“河长制”，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工作完成率100%，受到生态环

境部通报表扬。

精准实施脱贫攻坚，以“全

面步入小康社会”为目标推动

全市贫困县全部摘帽。邢台市

建立“三包一联”精准帮扶机

制，创新推出资金入股、资产收

益、分布式光伏发电等产业扶

贫模式，制定了低保全覆盖、提

高医疗报销比例、子女无障碍

入学、危房改造四项措施。平

乡县“脱贫小院”、内丘县“电商

鱼塘”、临西县“细胞工厂”等精

准扶贫模式在全省推广，效果

显著。

精准破解历史难题，以“新

官勇理旧账”的责任担当化解

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邢台市大

力破解市属企业改制改革和退

市进园遗留问题，先后筹集资金

11.84亿元，安置职工1.7万人，

使61家改制和退市进园企业积

累了20年的难题彻底解决。

行为导向
激发“结构效应”

邢台市坚持以行为为导

向，激发改革的“结构效应”。

在组织推动上树立“新标

杆”。邢台市从各级“一把手”

做起，亲力亲为抓改革，层层传

递改革压力。例如，邢台市委

主要领导亲自推进殡葬体制改

革、大沙河综合治理、市区主城

区基础教育三年攻坚计划和市

属企业改制改革和退市进园遗

留问题解决，为各级领导干部

解决难点、热点、堵点等问题树

立了新标杆。

在部署机制上绘好“路线

图”。邢台市系统提出386项重

点改革任务，并创新推出以电

话区号为标志的“邢台0319改

革工作推进法”。其中，“0”是

指做到改革无禁区，实现改革

全覆盖；“3”是指“三个率先”，

即中央和省委改革决策部署争

取在邢台率先落地，邢台改革

力争在全省率先实现突破，各

级领导干部率先亲力亲为抓改

革带动全市形成改革新局面；

“1”是指贯穿改革全过程的一

条工作主线；“9”是指建立健全

9项改革推进机制，包括改革主

体责任制、改革任务台账制、

“督考合一”制等。

在干部使用上建好“赛马

场”。邢台市在干部激励关怀

方面，创新“扎捆滚动”执纪监

督新模式，在全省率先出台干

部容错免责办法，率先探索容

错免责事前备案机制，旗帜鲜

明为改革者撑腰鼓劲，营造了

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释放改革红利 彰显制度活力
河北省邢台市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抓重点求突破、抓创新求特色、抓落实求实效，

2018年共推出和创新改革570项

□ 本报记者 王泽勇

日前，四川省成都市温江

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据了

解，作为温江区2019年的一号

文件，《意见》明确8个大类、27

个方面、100条政策，用“真金白

银”和“干货实货”，解决民营企

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堵点、痛点、

难点问题。同时，《意见》对标

先进发达地区出台的产业扶持

政策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举

措，紧紧围绕“惠企、利企、便

企”三大关键词，着力降低企业

成本、优化营商环境，让民营企

业实实在在得实惠、增信心、添

动力。

“干货”政策务实管用

温江100条支持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重点从

推动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推动

民营企业创新创造、缓解民营

企业融资难、落实上级优惠政

策、构建国际标准营商环境等

方面进行专项支持。

在推动企业做优做强方

面，着眼于民营企业规模体量、

总部经济、发展质量、建筑业提

效等发展关键，提出5项支持政

策。例如，对民营企业自建或

购置办公用房，年主营业务收

入5000万元以上，新获批国家

级、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等称号，引进重大产业化

项目，外地优质建筑企业迁入

温江等给予奖励，其中对民营

企业在温江设立企业总部的补

助金额高达1000万元。

在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创

造方面，从建立研发机构和平

台、培育创新人才、强化校院

企地协同创新入手，提出4项

支持措施。例如，对新获批国

家级研发机构、建设众创空

间、购买高校院所科研成果等

给予奖励或补贴，其中对获得

国家部委、省市科技部门立项

奖励的科研项目补贴最高可

达500万元。

温江还着力打造区域优质

金融生态，设立4亿元纾困帮扶

专项资金，建立5000万元直融

扶持资金和不低于50亿元的产

业投资基金群，进一步缓解民

营企业融资难、成本高。

突出发展医药健康产业

医药健康产业是温江发展

的主导产业。为高质量推进

“三医融合”产业之城建设，《意

见》制定了突出发展医药健康

产业的政策措施。

例如，《意见》提出，对首次

申报进入统计调查单位库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

单位等，给予企业或经营管理团

队最高20万元一次性奖励。属

于医药健康产业类别的，再追加

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同时，积极引导民营企业

面向生物医药、创新化学药、现

代中药、高端医疗器械等先进

制造业及医学研发、价值医疗、

全程健康等方面积极投资。温

江对民营企业新增投资、以商

招商、存量招商、开展技术改造

等进行奖励。属医药健康产业

项目的，按设备实际投入的5%

给予最高400万元补贴。

在支持民营企业引育人才

方面，支持驻温江高校、职业技

术院校按照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方向调整学科或专业设置，给

予最高2000万元补贴。

精准服务助政策落实

为使《意见》更好落实，温

江还在政务服务环境建设方面

进行延伸和拓展。

例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因涉及部门多，整体关联性和专

业技术性强，审批环节、报建材

料等手续复杂，很多企业不知道

怎样操作。温江采用重大项目

全程代办服务机制，直接由代办

员与多个审批部门进行内部沟

通协调，加快项目审批进度。这

种“管家式”服务，显著提升了

企业的体验感和感受度。

温江行政审批局局长四郎

汪修介绍说，针对企业、群众办

事需要，温江在社区活动中心、

商场超市院落等人员集中场所

投放智能服务终端。目前，第

一批20台政务服务自助终端已

投放到位，可办理社会团体年

检、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等15

项审批服务、5项生活服务、71

项公共服务信息查询等，真正

做到了“让群众办事像网上购

物一样方便”。

同时，温江打破行政区划

设置惯例，根据产业需求和群

众诉求，在成都医学城率先建

成“一站式”政务服务分中心，

可办理注册登记开业等30余项

事项。温江还将进一步拓展服

务分中心建设，为园区企业开

展“专业化的精准服务”，增强

企业关切事项和专业服务的精

准性、针对性，不断提升服务效

率和经营贸易便利性。

据介绍，为推动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温江将进一步对标国

际标准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

系。把创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

“头号工程”，把制定一流政策体

系作为关键一招，坚持一手抓政

策扶持、一手抓企业服务，努力

让“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支持、

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开创温

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真金白银”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本报记者 丁 南 武艳杰

2018年，福建省泉州市价

格认定机构结合价格认定学习

提升年活动，认真做好涉案、涉

纪、涉税价格认定和价格争议

调处“三涉一调”工作，着力打

通服务社会“最后一公里”，共

受理业务3487件，价格认定标

的金额2.94亿元。

价格认定拓领域

2018年以来，泉州市价格

认定局对存在异议的二手车位

和房地产进行价格认定，办理

8起涉税价格认定案件，标的

金额378万元；泉州安溪县价

格认定局办理县纪委监委派驻

纪检组提出的价格认定案件2

件，标的金额48.15万元；泉州

晋江市价格认定局共出具涉案

财物价格认定结论书840份，

标的金额1.09亿元。

“涉案、涉纪、涉税价格认

定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泉州市价格认定局局长苏文福

介绍说，泉州市所有价格认定

机构近20年共完成各类价格

认定案件14,131件，没有一例

上报省级复核。

此外，泉州市价格认定机

构还不断拓展价格认定服务政

府和服务社会的领域与范围。

例如，在公车改革过程中，泉州

市价格认定机构成立了由价格

鉴证师及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

认定小组，并制定详细的认定

方案。认定小组对泉州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泉州海关、福建交

警泉州高速公路支队、国家统

计局泉州调查队等单位的136

部公务用车进行价格认定，为

公车处置确定拍卖底价提供合

理的价格建议。目前，136部

处置公务用车已在泉州市产权

交易中心公开拍卖，成交 79

部，总价205万元，获得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价格调处进社区

价格认定工作不仅涉及大

量涉案、涉纪、涉税案件，也与

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通

过法定程序调解价格争议，可以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价格权益，减

少因价格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

降低维权成本。”苏文福说。

2018年，泉州市价格争议

调处工作继续扩大覆盖面，广

泛向社区（街道）延伸，实现价

格争议调处工作分级化、便民

化、常态化，着力打通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全市共进行

价格争议宣传12次，受理价格

争议调解 221 件，调处金额

474万元。

泉州鲤城区价格认定局联

合该区综治办、司法局举行价

格争议调解处理工作站“进社

区”工作创建活动；丰泽区价格

认定局与区综治办、司法局联

合在各社区设立价格争议调解

处理工作站78个，聘请调解员

235人；安溪县价格认定局依

托社区人民调解网络工作载

体，实现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工

作站覆盖全县38个社区……

截至2018年年底，泉州市共设

立 739 个价格争议调处工作

站，比2017年增加632个，新

增数量居全省之首。

本报讯 记者华铭 张海帝报道

日前，由联宝科技发起成立的

PC制造业“中低温环保焊接产

业联盟”在安徽合肥召开联盟

大会，标志着PC制造业内首

个覆盖中低温焊接、低温电子

元器件和低温基板等在内的

PC主板表面贴装技术的绿色

产业链建立。

PC制造业虽然一直致力

于“绿色发展”的创新目标，但

高热量、高能量、高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三高”问题始终是发展

难题。中低温环保焊接技术打

破了这一僵局。

据介绍，联宝科技在全球

首创的PC制造业低温焊接技

术，相较于常规焊接技术而言，

可使焊接的峰值温度下降

60℃~70℃，极大降低了产品

生产环节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

体排放。此项技术全部应用到

产品后，将为联宝科技每年节

省电能344万千瓦时，二氧化

碳排放减少2431吨，相当于每

年植树13万棵。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

究院节能所所长顾成奎表示，

中低温环保焊接产业联盟成

立后将致力于赋能低温焊接

的产业生态链，加快推进低温

锡膏和低温材料新技术、新产

品的行业标准制定与统一。

计划在2019年年底，初步制

定和发布数个PC行业低温焊

接统一标准，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与管理等，推进行业绿色制

造发展。

成都市温江区2019年一号文件明确8大类、27方面、100条政策，
解决堵点、痛点、难点问题

打通服务社会“最后一公里”
福建省泉州市价格认定机构聚焦“三涉

一调”，2018年受理业务3487件

本报讯 记者孙俨 魏东报道

“2019年，我省确定省重点项

目120个，其中建设项目100

个、准备项目20个；项目总投

资6130亿元，其中100个建设

项目总投资3360亿元。”日前，

山东省发改委重点项目管理处

处长王晓燕介绍说。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

高质量发展，核心是产业，关键

在项目。记者了解到，与以往

相比，这些项目延续了实体产

业项目占比高、科技创新力度

大等特点。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高端化工、新能源材

料等先进制造业项目有80个，

占项目总数的66.7%，比上年

提高4.9个百分点。

此外，项目加大了对先进

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类项目的支

持力度，工艺技术国际国内领

先、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填补国

内空白的项目有64个，占实体

产业项目的80%；注重支持重

大规划和“双招双引”项目落

地，支持万华乙烯、南山龙口

LNG等国家重大规划项目落

地，支持符合条件的“双招双

引”项目33个；强化重大基础

设施支撑保障作用，安排高铁、

高速公路、机场、能源等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14个。

据介绍，山东还建立了重

点项目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强

化跟踪问效，对因投资主体、市

场需求、建设条件等发生重大

变化不能落地开工、形不成有

效实物工作量的项目，年中予

以调整退出，并补充一批符合

要求的新开工项目。

山东2019年确定120个重点项目

中低温环保焊接产业联盟在合肥成立

西安西安：：中欧班列中欧班列
丰富年丰富年货市场货市场
1月 27日，从哈萨克斯坦阿拉

木图始发，满载着食品、食用油、红

酒等商品的X9020次中欧班列，经

过6天长途跋涉，顺利抵达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新筑车

站。这是2019年1月1日以来，抵达

西安的第29趟“洋年货”专列。图为

当日消费者在西安中欧班列年货节

上选购。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