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刘鑫鹏 通讯

员杨志民 张冬雪）转变工作作

风，优化发展环境，提升工作效能

……今年以来，涞水县从坚持问

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健全工作

机制入手，多措并举消除“中梗

阻”，取得明显成效。

提升工作效能

近日，涞水县德诺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淼将一面

“服务热情周到，工作耐心高效”

的锦旗送到该县行政审批局证照

股工作人员手中。

“本来觉得申请营业执照特

别复杂，自己很久都摸不着门道，

没想到经过咱们工作人员的热情

耐心指导，不到半个小时就办理

完成了。这速度是我怎么也想不

到的，非常感谢！”尹淼介绍，他到

行政审批局办理营业执照，在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很快就办齐了

所有手续，拿到了营业执照。

这是涞水县全面推行“三个

一”工作机制取得成效的典型案

例之一。

为加快企业开办速度，今年

以来，涞水县结合思想纪律作风

整顿，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推行

“三个一”工作制度，要求各业务

办理窗口工作人员做到政策、业

务咨询“一口清”，领取材料“一次

齐”，承办材料“一审核”，全面推

行“开办企业一日办结”。

截至目前，该县共受理各类

行政审批服务事项7973件，办结

7967件，办结率99.92%；受理公

共服务事项 7610 件，办结率

100%。压缩审批时间共 7616

天，提速率73%。

理顺办事程序

为破除发展中的“中梗阻”难

题，优化营商环境，涞水县各部门

积极行动，结合职能安排部署相

关工作。

涞水县行政审批局设立前台

综合受理专区，统一受理190项

审批事项，梳理出“一审一核”事

项56项；“审核合一”事项12项，

“三级审批”207项及107项高频

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畅通河

北政务服务网、涞水县行政审批

局微信公众号等“不见面”审批途

径，推行“非接触式”线上审批服

务模式，确保最短时间办结；制定

高频事项办事指南“二维码”，办

事群众通过“扫码”即可自行下载

业务所需的材料清单，“照单备

料”网上交办，还可享受证照免费

邮寄服务；开展非工作日不打烊

服务，推行双休日“不打烊”服务

机制，相关部门业务股室设置双

休日“不打烊”服务窗口，确保双

休日期间政务服务大厅能办事、

办好事、办成事；各部门召开警示

教育党课，邀请县纪委同志对干

部职工进行警示教育培训，以案

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进一

步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

根基；开展争创“文明窗口”活动，

邀请专家开展文明服务礼仪培

训，设置“文明窗口”流动红旗，制

定评选机制。

涞水县以为群众提供满意服

务为目标，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

事效率、消除“中梗阻”，把窗口建

设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提起思想纪律作风整顿带来

的变化，保定宣龙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金来说：“以前

核验手续可能跑几次，今年核验

手续跑一次就办清，效率真高。”

深入基层解难题

为集中整治干部队伍中存在

的“庸、懒、散、拖、推”等中梗阻问

题，大力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

作为、假作为等顽疾，涞水县提出

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全力打造一

流营商环境高地，实现“直通车”

式、“保姆式”服务模式，深入企业

解难题，为企业护航保驾目标。

近日，涞水县行政审批局主

要负责同志带领分管副职、相关

股室业务骨干深入中国电科电子

科技园项目一线现场办公，针对

项目推进存在问题、困难逐一进行

解答，对企业关心的施工许可、人

防等相关手续办理现场指导、现场

办公，并鼓励企业积极探索“拿地

即开工模式”推进项目建设。

疫情期间，为帮助企业复工

复产，涞水县卫健局深入企业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帮助企业购置

防控物资。

据了解，今年以来，涞水县各

部门包联干部走访企业70多家，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30 多

个。同时，结合实际，涞水县还制

定出台《涞水县深化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政府

投资项目审批服务时间压缩至

66个工作日，企业投资项目审批

服务时间压缩至45个工作日。

本报讯（通讯员李正慧 郭树永）国网易县供电公

司加强组织领导，采取多项措施，全力做好保电工

作。该公司结合秋季安全大检查工作，做到应急抢修

队伍24小时待命，供电服务热线24小时畅通，确保

辖区内用户可靠用电，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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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曹建平）日前，阜平县黑崖沟村

举办首届双龑山徒步大赛。百余名徒步爱好者徒步

5公里，在欣赏美景、愉悦身心的同时，还领到了大赛

组委会颁发的礼品。据了解，本次活动以“黑崖沟里

好风光，双龑山景色美”为主题，旨在倡导环保绿色

健身活动，推动旅游业态发展。

本报讯（记者刘鑫鹏）从保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获悉，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假期，该市共接待游客

580.55万人，按可比口径同比（“按可比口径”指在不

同时期的价值指标对比时，扣除了价格变动的因素，

以确切反映物量的变化）恢复65.6%；实现旅游收入

50.16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62.6%，实现了“安

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的目标。

这里是群山绵亘的太行山

脉，曾经，被荒芜与贫穷纠缠。

而今，一条条以产业扶贫为支

撑，实现稳定脱贫、巩固脱贫的

新路正在太行山间稳步前延。

秋收硕果之时，在保定这方热土

之上，孕育出无限生机。

“在家躺着一辈子受穷，好

日子还得靠自己干！”阜平县大

道村脱贫户赵连培钻进果园干

得正欢，“以前连酸枣都长不好

的荒山，现在都变成‘梯田’。一

天挣百八十块，真是想都不敢想

的好事儿。”

河北建设集团五年前在大

道村流转荒山栽种梨树，发展高

效林果产业，让荒山变成春日一

片雪白，夏日绿染山坡的“花果

山”。目前，大道村有100多人

在果园打工。荒山流转收租金，

打工挣薪金，入股分红有股金，

让不少村民腰包鼓起来。

涞源县玖兴农牧（涞源）有

限公司肉鸡屠宰车间，员工正在

现代化生产线上忙碌着。玖兴

农牧是涞源县扶贫重点龙头企

业，引进投资16.53亿元，年屠宰

能力达8100万只肉鸡。目前，

项目已经投入生产，分散养殖场

开工建设269个，已投产171个，

覆盖200个村，带动低收入家庭

靠养鸡实现稳定增收。

一组组热火朝天劳作的身

影、一个个脱贫项目产业正如盛

开的“幸福花”扎根大地，承载着

致富希冀。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保

定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省

委决策部署，把发展产业作为脱

贫增收的根本之策，作为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

“经过几年努力，扶贫产业

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目前，全市培育形成绿色

能源、生态旅游、特色农业、规模

养殖、高效林果、家庭手工业6大

扶贫产业。”保定市农业农村局

产业扶贫办公室主任季晓明

说。2014年到2019年，该市共

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33.16亿

元，谋划实施产业项目6561个，

累计带动贫困户 509690 户

1199378人。

针对各贫困县不同特点，

保定市坚持因地制宜，因村因

户施策，推动实施贫困村产业

项目、新型经营主体、劳动力产

业就业、产业发展指导员“四个

全覆盖”，实施“一县一业、一业

一策、一村一品”产业行动，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积极推进设

施蔬菜、食用菌、光伏、旅游、家

庭手工业等12大特色产业扶贫

工程，密切联贫带贫机制，促进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贫困群众

稳定增收。

以旅游发展为龙头，香菇、

高山苹果种植等项目统筹推进，

阜平县骆驼湾村全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2012年的950元增长

到去年的13620元；村集体“腰

包”也鼓起来了，每年收入40多

万元。

目前，保定全市9个贫困县

从各类扶贫产业中重点培育特

色主导产业19个，每个贫困县

都具备1至2个特色鲜明、优势

集聚、竞争力强，对贫困户联贫

带贫能力强的扶贫主导产业。

全市 1104个贫困村实现产业

全覆盖、收益监测全覆盖，实现

县有主导产业、乡有主导品种、

村有产业项目、户有产业帮扶

格局。

“工作推进中，全市坚持高

规划引领、高站位推动、高标准

要求、高技术支撑，构建脱贫

攻坚工作大格局。”保定市农

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张明说，该

市委托农业农村部、中国农科

院等单位编制农业产业发展

规划，全市完善顶层设计，就

培育主导产业、培强新型主体

以及建设技术服务体系、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产业扶持等多项工作进行

全面谋划。

保定市坚持市领导小组、产

业扶贫专班、农业农村系统3个

层面抓统筹，从6大产业抓落

实，从乡村产业、技术服务、新

型经营主体覆盖、贫困村产业

带动4个体系抓成效，形成“政

府+驿站+龙头企业+基地+村

级组织+贫困户”等15个产业

扶贫带贫模式。该市在 2018

年底率先实现两个产业收益贫

困户全覆盖，今年提出“全市要

实现2个以上高质量产业项目

全覆盖”。高质量、可持续成为

保定市扶贫产业发展的“风向

标”和“引路石”。

顺平县“太行山第壹驿站”

依靠河北农业大学引进矮砧密

植栽培技术，苹果产量从10年

前平均亩产1000公斤上升到现

在的3000公斤，带动周边8个贫

困村、1700多户、5600多人脱贫

致富。为发挥科技在扶贫产业

中的引领创新作用，全市完善

市、县、乡、村四级技术服务体

系，组建50个专家团队、3176名

产业发展指导员，实现贫困村技

术服务体系全覆盖，形成“专家

团队+先进适用技术+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扶贫产业培育+创业

主体培育”的服务链条，强化产

销衔接，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销

售能力。

“太行山农业创新驿站”已

经成为保定市脱贫攻坚的靓丽

名片，有效提升贫困地区传统产

业科技含量、发展质量。自2017

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资金

3000多万元支持建设50个创新

驿站，100多项新技术、新成果率

先在驿站转化落地，科技贡献率

达到80%以上，30.27万贫困人

口在创新驿站辐射带动下退出

贫困。

“扶贫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为贫困地区稳定脱贫，提供了

根本性支撑。农民收入显著增

加，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大幅提

升。”保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

宝昌说，截至2019年底，全市

1104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个

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8个国定

贫困县农业总产值由 2015 年

的 168.09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

的232.75亿元、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 6307 元增长到

10253元、贫困群众直接来自产

业收入从 600 元提高到 4061

元。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年集

体经济收入 5 万元以上的村

3103个；贫困村集体收入5万

元以上的村达到320个，10万

元以上的175个。

本报讯（通讯员杨华 辛爱枝）近日，第四届“中

国梦·邮政情 寻找最美快递员”活动揭晓发布会在

京举行，来自涿州市申通快递的王惠贤当选最美快递

员。从业15年来，王惠贤带领同事们开展“爱心衣

架”“爱心书架”“爱心冰柜”等系列公益活动。她连续

15年资助贫困学生，抗疫期间也带头捐款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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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保定交通、城管、公安三部门在莲池区、

竞秀区和高新区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治理违

停共享单车。仅半天时间，单车投放企业整理乱

停乱放车辆2200多辆。 王鹏 摄

本报讯（通讯员赵志娟）根据上级统一安排，10

月11日零时起，保定火车站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其中，变更运行区段列车为张家界至北京的K968/

K967次。另有停变通列车2列，通变停列车2列，变

点列车33列，请出行旅客注意。具体车次中间站到

开时刻、停车站变化请随时关注当日列车时刻表。

近日，在雄安新区建材通道容易（容城-易县）

线RYSG1标段分离式立交桥施工现场，工作人员

正在紧张忙碌，抢抓进度。该项目已完成京昆高速

中分带内管线迁改，现已完成跨高速桩基础施工。

陈清晗 景蕊 曹志光 摄

本报讯（通讯员甄慧帅 耿赫敏）唐县“帮大哥”

心连心人民调解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定位于化解农

村矛盾、关注社会和谐、破解法律疑点，全面创新媒

体参与社会管理职能，成为老百姓解疑释法的一个

重要窗口，共调处案件43件，获赠锦旗21面，切实起

到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的作用。

涿州王惠贤当选全国“最美快递员”涞水转作风提效能消除“中梗阻”

——保定大力促进产业扶贫见闻

百余人徒步游阜平黑崖沟

保定火车站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保定双节旅游收入超50亿元

□通讯员 王金堂 贾佳

唐县“帮大哥”服务解民忧

一方热土育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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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白石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闫小丁闫小丁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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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齐全的涞源县白石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配套设施齐全的涞源县白石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闫小丁闫小丁 摄摄

易县确保电网安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