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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快讯

图说新闻

□ 本报记者 袁小峰

黑龙江省伊春市，因林而

生，因林而兴，是中国最大的森

林城市、共和国森林工业的摇

篮，素有“祖国林都”“红松故

乡”“天然氧吧”之称，更有“伊

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

人”之誉。

伊春累计为国家提供优质

木材2.7亿立方米，占全国国有

林区的20%；累计上缴利税、育

林基金等近300亿元……一代

代勤劳智慧的伊春人在时代发

展的洪流中，以红松般的精神

和品格，艰苦创业，改革创新，

大力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如今

伊春实现“脱胎换骨”“浴火重

生”，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建设蓬

勃发展，呈现出一个绿色健康

美丽时尚的“全景伊春”。

日前，记者就林区大改革、

大转型发展等问题采访了伊春

市发改委主任岂凤桐。

改革破冰 浴火重生

岂凤桐指出，重点国有林

区改革是黑龙江国企改革的重

中之重，也是难点所在，既需要

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也需要

科学谋划，做好改革的顶层设

计，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任务。

伊春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历

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5

年 3月~2017年 3月的探索前

行阶段，第二阶段是2017年4

月~2018年9月的顶层设计阶

段，第三阶段是2018年10月到

现在的施工阶段。2018年 10

月，黑龙江伊春森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将“政

企合一”林业局承担的涉林行

政职能以及59所中小学校全部

移交属地政府，标志着伊春延

续半个多世纪的“政企合一”体

制彻底破冰。

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

在岂凤桐看来，伊春“三大

改革”是一场真刀真枪的革命，

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

利益。改革涉及面之广、力度

之大在伊春开发建设史上前所

未有。在改革进程中，伊春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问政于

民、问需于民，正确处理好改革

发展稳定的关系，切实维护林

业职工群众利益。

坚持开门抓改革。把改革

政策讲清楚，把改革目标说明

白，提高透明度，消除思想顾

虑，稳定改革预期。着力做好

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重点

针对百姓关心的改革热点、难

点，做好疏导和释疑解惑工作，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服从组织安

排、接受组织考验，做到思想不

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

不减。密切关注改革舆情，强

化舆论引导，充分展示伊春改

革美好愿景，使林区干部职工

群众自觉做改革的拥护者、践

行者、推动者。

完善政策保障。明确改革

“职工不下岗、工资不下降、利

益不降低”的原则，出台《关于

鼓励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到伊

春森工集团公司等国有企业工

作相关待遇政策的暂行办法》

等系列文件，制定干部过渡性

安排政策，给干部职工群众吃

下“定心丸”。其中，针对林场

贫困职工，加大帮扶力度、落实

帮扶措施，确保贫困职工共享

改革成果。

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问计于民，着

力解决干部职工群众痛点难点

问题。特别是出台重大改革举

措，事先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

建议，倾听职工群众的呼声，做

好风险评估，及时调整完善。妥

善解决改革过程中住房、教育、

医疗、社保等职工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

断化解各种矛盾。截至目前，

伊春没有发生因改革而起的信

访事件，全市改革期间始终保

持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统筹兼顾 转型发展

岂凤桐谈道，推动伊春高

质量转型发展，要在统筹兼顾

中把握关键重点。主要做好以

下几方面：继续保持攻坚力度

和势头，各项政策、工作重点和

力量向三大攻坚战聚焦，坚决

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保持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

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切

实肩负起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任；加快

绿色生态产业提档升级，坚持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持续

做好“三篇大文章”，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形成多点支撑、多业

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

局；按照任务书、时间表、路线

图，突出抓好“三大改革”施工；

大力抓招商、上项目、强园区；

持续发力整顿作风，优化营商

环境；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不断

提升林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今后，伊春将继续以“让老

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统领，按

照“大转型、大改革”要求，以改

革的精神、靠改革的勇气、用改

革的方法，加快“三大改革”攻

坚，坚定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转型发展

新路子。

□ 方三林

盐城市是江苏省面积最

大、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城市。

近年来，为加速隆起沿海经济

带，盐城积极探索开放沿海、

绿色转型的工作路径，加快优

化沿海产业布局，全力推进重

大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走

在苏北苏中前列奠定了坚实

基础。

调整结构 加快转型

盐城既是江苏省最大的乘

用车制造基地，又是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试点城

市，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盐城

不断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盐城

现有汽车整车制造企业4家，汽

车零部件企业超500家，机械

装备、纺织等重点支柱产业和

规上企业分别超过1100家和

580家。2018年，盐城510个

千万元以上技改项目完成投资

428亿元，新增省级智能车间示

范项目9个。

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速加

码。盐城新能源、电子信息、节

能环保、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产

值年均增长 20%以上。2018

年，新能源发电量占全市用电

量比重39%，海上风电总装机

容量150万千瓦，居全国首位。

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盐

城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1%，对

经济发展贡献率50%以上。新

增省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

区3家，创成国家4A级旅游景

区4家。

现代农业提标扩能。全市

粮食总产量140.7亿斤，调减低

效粮田74.2万亩，新增设施农

（渔）业面积14.5万亩，获批省

现代农业科技园4家。

创新活力明显增强。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产值比重37%，新增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实验室1家，新创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2家、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54家。

开放接轨 激活动能

盐城发力推行开放沿海、

接轨上海战略路径，将沿海独

特的资源禀赋变成发展的现实

优势。

综合交通不断完善。2018

年盐城港口综合通过能力超亿

吨，滨海港区30万吨级深水航

道等工程列入淮河生态经济带

发展规划。盐青铁路正式通

车，通往北京、上海的徐宿淮盐

高铁、盐通高铁即将开通，盐城

驶入“高铁时代”。南洋国际机

场T2航站楼建成运营，全年旅

客吞吐量182万人次。

重大项目快速突破。发挥

滨海港工业园区淮河生态经济

带出海门户“动力引擎”作用，

国家河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启动

建设，宝武钢铁等一批百亿、千

亿级项目落户滨海港工业园

区，中海油滨海LNG等项目开

工建设，东台领胜3C智造等项

目加快推进，发展的势能加快

集聚。

开放载体加快建设。推

动“一带一路”盐城节点城市

建设，打造国际生态湿地保护

示范城市、开放江苏沿海中心

城市、国际产业合作示范区、

世界绿色智慧能源先行区。

2018年全市“一带一路”国家和

地区出口增长29%，新设投资

项目116个。

改善生态 绿色跨越

盐城一直秉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大力度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水平持续提升。大力

推进节能减排，创建国家绿色

工厂3家、国家绿色园区1家。

环境质量不断优化。实

施沿海百万亩生态防护林工

程，新增成片林15.45万亩、改

造既有林16.8万亩，建成森林

小镇24个、森林村庄112个，

城镇绿地新增 3447 公顷，绿

化造林总量全省第一。PM2.5

年均浓度43微克/立方米。整

治城市黑臭河道21条，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率84%，地表水国

省考断面消灭劣Ⅴ类。全国

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建设通

过验收。

生态效应逐步显现。拥有

珍禽、麋鹿两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和太平洋西岸最大的滨海

湿地，已经申报世界自然遗

产。举办2018黄（渤）海湿地

盐城国际会议。新增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湿地公

园各1个。

□ 本报记者 王福生

今年以来，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不断优化提升政务服务

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政务

服务”已经形成的“一张网”顶

层设计，搭建指尖的政策枢纽，

深入推动政府与企业间政策信

息的“精准对接、无缝衔接”，为

企业提供精确、精细、精准的个

性化服务，帮助企业用足用好

政策。

打造政策集成服务。及时

发布企业关注度高的就业、养

老、医险等政策信息，解决长期

存在的惠企政策知晓率低问

题。各部门的政策一经发布就

收录到政务服务平台政策库

中，在平台中进行分类梳理、加

工、重组、标签、优化等，使用户

不仅能得到政策原文，还可以

进一步获取与之相关的政策解

读、政策要点、申报指南、关联

政策，为企业申报各类扶持争

取更充足的时间，减轻企业

负担。

支持政企互动服务。多媒

体移动端实现政府服务从屏幕

到指尖、从“网上政府”到“掌上

政府”的转变。开发区政策解

读微信公众号、“i泰达”App

政策服务平台形成了完整的政

策服务多媒体平台，为企业提

供多渠道的服务体验。“i泰达”

App除了将政务服务平台的

政策库全部转移到指尖便于随

时查询外，还通过自身拥有的

AI智能问答机器人“小泰小

达”为来访用户提供“7×24”

小时在线服务，将访客某个模

糊的政策咨询一步步明晰化、

深入化，从而解决访客的实质

问题。对于特定问题，还可实

现人工接管，提高了政务服务

智能化、可视化水平。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获取到相关政策后最想

做的是按照政策进行兑现申

报工作，为提升服务效率与

透明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

成本，开发区政策兑现服务系

统在天津市率先实现所有政

策兑现事项一网办理。办理

系统对政策的兑现条款进行

详细结构化分类，便于企业

在线实现逐项梳理资料，申报

素材一目了然，标准清晰透

明。数据显示，该系统上线以

来共受理政策兑现事项3766

余件，2337 件已受理完成，

1374件事项已经实现全程电

子化审批。

据悉，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将继续探索政府服务企业的

新路径、新模式，根据企业的办

事行为，从企业注册开始就对

企业进行“标签”化，构建企业

画像，对不同企业精准定制政

策套餐，从“人找政策”转变为

“政策找人”。通过改变政策资

源碎片化状态，让企业、公众随

时随地享受政策数据资源全面

释放的潜在红利，形成以需求

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保障的智慧政

务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丁南 武艳杰

报道 日前，第六届世界闽商

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来

自102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

余名闽商精英同叙乡情，共谋

发展。当日，有30项单项投资

超过1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

集中签约。

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在讲

话中表示，闽商肩负着发展经

济、创造利税、繁荣市场、扩大

就业、创新创造、精准扶贫的时

代重任。新时代福建战略地位

更加凸显，发展空间更加宽广，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营商环境

更加优质，生活环境更加美好，

来闽投资兴业正值良机。希望

广大闽商坚定发展实体经济的

信心和恒心，不断增强企业的竞

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为福建高

质量发展落实赶超再立新功。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

商联主席高云龙在讲话中指

出，福建商脉源远流长，闽商是

福建最为珍贵、最有潜力的战略

资源。海内外闽商要把创新创

业创造作为永恒追求，奋力创造

新业绩，成长为无愧于时代的卓

越企业家。福建要加快建设一

流营商环境，让广大闽商投资

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

参会代表认为，当前祖国

发展日益强盛，家乡变化日新

月异，要充分利用闽商和闽籍

社团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这

一优势资源，通过本届大会进

一步加强境内外资源整合，使

之成为凝聚广大闽商力量推动

福建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的重

要平台。

本报讯 记者武艳杰报道

日前，首届农村生态文明发展

论坛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

据了解，本次论坛通过邀

请专业领域专家、学者、项目业

主单位及政府相关业务主管部

门负责人，共同就福建环境生

态建设、土壤改良、农村分散式

生活垃圾处理、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展开研讨，

探索福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

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对策和建

议。同时，分享前沿生态环境先

进技术和信息，增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

长任官平指出，农村环保是全

国最大的短板，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是最大的民生，要积极构

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

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

治理体系，建设一批高标准、高

颜值、高普惠、可推广的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

福建省社科院原院长严正

谈道，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

容，福建坚持高位推动、突出重

点、强化保障、健全机制，扎实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

乡村建设。论坛的召开对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增强农村

人居环境意识，提升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有着重要的指导

和现实意义。

“大转型大改革”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
——访黑龙江伊春市发改委主任岂凤桐

优化产业布局 加速隆起沿海经济带
2018年，江苏盐城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增长29%，

新设投资项目116个

搭建指尖上的政策枢纽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优化提升政务服务平台，

推动政策信息“精准对接、无缝衔接”

第六届世界闽商大会举行
30项单项投资超10亿元产业项目签约

首届农村生态文明发展论坛召开
分享前沿生态环境先进技术和信息

贵州纳雍贵州纳雍
梅花鹿养殖托梅花鹿养殖托起致富梦起致富梦

纳雍县是贵州省毕节市一个深度贫困

县，姜远平是纳雍县居仁街道路尾坝社区

村民，1992年到广东务工。2010年，姜远平

看到沿海地区鹿茸等梅花鹿产品市场紧

俏，决定到东北学习梅花鹿养殖技术。

2012年，姜远平学成后贷款买了76头梅花

鹿回到家乡，开始利用当地丰富的荒山草

坡资源从事梅花鹿养殖。几年下来，他不

但还清了借款，还不断扩大养殖规模，开发

出了鹿茸精、鹿胎膏、鹿角粉等10多种产

品供应市场。在养鹿过程中，姜远平带动

家乡群众一起脱贫致富，解决了100多名

贫困群众的就业问题。图为在纳雍县勺窝

乡务井村梅花鹿养殖基地，姜远平（左）向

村民传授梅花鹿养殖技术。

新华社发（韩贤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