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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波）尚志市不断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推进企业开办便利
化,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全面推行

“证照分离”改革，充分激发和释放市场活
力与动力。截至目前，新企业开办全部实
现6小时办结，全程网办率达到99%，企业
开办便利化程度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日前，尚志市民张先生注册文化创
意公司，体验到了意想不到的便利。在
事先完成公司核名后，张先生在尚志市
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之下，
一上午就办完了企业注册所需的全部
事项。

今年初，哈尔滨市企业开办直通车
2.0版系统启动上线试运行, 尚志市快速
对接平台功能,进行相关服务培训。目

前，尚志市新开办企业从设立到从事一
般经营性活动由 2天缩短到 6小时，同时
完成的企业登记注册服务包括营业执照
办理、公章刻制、申领发票、税务UKey、
企业用工登记与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
开户登记、银行预约开户和免费寄递等，
企业登记成本由五六百元，下降为全程免
费。

为了让广大创业企业享受到商事制
度改革的政策红利，尚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设立了自
助服务区和综合受理窗口，提供一对一全
程帮办服务。便民自助服务区设置4台电
脑、打印机、复印机、高拍仪、免费wifi等
设备，无偿供给办事人员使用，2名工作人
员全程进行现场指导。同时，市场监督管

理局设置了综合受理窗口, 5名工作人员
根据办理人申请登记情况进行综合受理，
全程一对一帮办,申请人只需提供必要证
件，并在相关材料上签字即可，其他材料
准备、文字打印、文件上传等工作，由帮办
人员免费帮助办理。

市场监督管理局还专门为办理人设
置了综合送达窗口以及显示办理进度的
显示屏。办理人在显示屏上可以随时查
看企业开办进度。综合送达窗口统一接
收营业执照、印章、发票和税务UKey并发
放或免费邮寄给市场主体。

同时，尚志市稳步推进复制哈尔滨新
区“证照分离”改革工作，实现“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

据介绍，尚志市共承接县级“证照分

离”改革涉及事项75项,“证照分离”改革
涉及的 21个部门，直接取消了审批事项 2
项、审批改为备案事项5项，取消实行告知
承诺事项25项，推进全流程“一网通办”和

“最多跑一次”，提升了部门间信息共享应
用水平。

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的要求，尚志市同步推进监管机制
改革，加强审批与监管的有效衔接，逐
项制定事中事后监管细则、行政处罚裁
量权基准，明确了监管要求、监管程序、
监管措施及监管责任等,推动管理创新，
纠正“不批不管”“只批不管”“严批宽管”
等问题,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进一步深化了“放管服”改革，优化了营
商环境。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尚志 企业开办全程网办率达到99%

□文/摄
本报记者 白云峰 王志强

进入 4月，通河县水稻智能浸种
催芽全面展开。记者近日来到祥顺镇
永乐智能化育苗大棚的浸种催芽车
间，只见在浸种大棚内，农户们正忙着
把成袋的种子放进浸种箱，大棚里一
派繁忙。

“这个催芽车间是全县最大的水稻
程控智能化催芽车间，共有24个箱，每
次催芽达到300吨。全县智能催芽的9
处车间已全部启动使用，可覆盖全县四
分之一的稻田，为40万亩水田提供优质
芽种。”正在车间进行工作指导的通河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周树敏介绍说，第
一批次计划浸种催芽2700吨，4月15日
就可进入大棚育苗，尽量把春耕生产期
往前提。

永乐村农户张文军运来84袋稻种，
一袋50斤。他告诉记者说：“我种了35
垧地，一晌地需要浸种催芽120斤稻种，
都在智能催芽车间催芽，这样省时省
力，出芽率齐。”

远古水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冯纯
说：“我们合作社 69户社员共有水田
3950亩，土地整合后都来这个智能车间
浸种催芽。合作社的水稻育秧大棚3月
底就完成了苗床土筛选、平整苗床，做
好了育秧前的各项准备。”

俗话说“秧好八成粮”，浸种催芽过
程对水稻的产量有着决定性影响。周
树敏向记者介绍说：“水稻育苗是粮食
高产、稳产的关键环节，智能化浸种通

过电脑控制盘控温，24小时无空隙对催
芽车间运营状况进行监控，保证芽齐芽
壮。催芽车间采取统一晒种、选种、包
衣、药剂浸种等四统一模式进行种子处
理，确保催出标准壮芽，减少农户的种
地成本。”

记者在三站镇洪胜村农田里看到，
村民们在田间地头手拿农具、撸起袖
子、挽着裤脚，扣育秧棚、摆盘，带着对
一年丰收的希望辛勤劳作。在三站镇
的催芽车间，第一批16万斤浸种催芽工
作已经完成。

在通河县清河镇的大地上，伴随着
机械的轰鸣声，几台大马力拖拉机正拖
带着翻转犁，在大田间往来穿梭，快速
进行灭茬深翻作业。

在田边指挥作业的建农秸秆综合
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于学良告
诉记者：“我们正在进行秸秆腐熟还田
作业，昨天开始用无人机喷腐熟药。4
月 15日就能开始旋耕作业，打浆机的
按压装置可把秸秆按压、混合到土壤
之中了。”

建农秸秆综合利用农民专业合作
社可是秸秆处理的“专业队”，近年清河
镇10多万亩农田的秸秆综合处理都“打
包”交给了这个合作社。于学良说：“去
年我们打包秸秆 5万亩，深埋了 2万
亩。今年开春，合作社就要进行腐熟和
旋耕还田作业，合作社的多种秸秆综合
利用方式，让耕地更有劲了。”

大地回暖农事早，一犁新雨润春
耕。勤劳农户们抓住备春耕最佳时
机，为实现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智能化”浸种催芽 机械化腐熟还田

通河 备耕生产正当时

□文/摄 本报记者 白云峰 王志强

春天来临，田野复苏，乡间充满生机
和希望。

日前，记者来到巴彦县西集镇的名
溪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只见宽敞的庭
院里，几处高大的厂房鳞次栉比，空场上
正在进行基础建设。

年轻的合作社理事长王德锋带领记
者参观厂房，他介绍说，合作社近年来投
资1000万元打造了2万亩甜糯玉米种植
基地，投资6000万元建设了年加工5000
万棒甜糯玉米的加工基地。“为扩大鲜食
玉米加工规模，去年投资5000万元新建
了二期生产基地、库房、冷藏库、生产车
间、原料库和相应配套设施，带动周边农
户种植甜糯玉米 3万亩，打造了甜糯玉
米种植、储存、加工、销售、运输全过程一
条龙的农民增收新产业。”王德锋说。

走进黏玉米加工车间，隔着玻璃看
到几十名工人正在流水线旁紧张作业。
王德锋说：“合作社的鲜食玉米是真空生
产工艺，经过多重质量筛选，通过高压冲
洗、无菌通道隔离塑封真空包装、130℃
高温杀菌等流程。现在车间满负荷生产
每天可加工真空包装玉米30万棒、速冻
玉米 30万棒，生产高峰期吸纳劳动力
500余人，日常用工120人。”

“甜糯玉米为何卖得好呢？”王德锋
拆开一个塑封玉米棒拿给记者看，“现
在，合作社经过有机认证的鲜食玉米种
植田都在使用蚯蚓粪肥，种植出来的甜
糯玉米每亩地收益比普通玉米增加 300
元。甜糯玉米籽粒中淀粉、蛋白质、多种
维生素含量都比稻米多，还含有胡萝卜
素。”王德锋说，一穗鲜食玉米在市场上
能卖到4到10元。

“现在，我们的有机甜糯玉米卖得
火，去年生产了 4500万棒，线上线下日

销售 3万棒左右，90%都是通过网上销
售。”王德锋欣喜地说，产品采取线上线
下销售模式，自销部分直供江苏、浙江、
上海市场。同时在哈尔滨、绥化、大连、
广东、郑州等地建立了多个销售网点。
与天猫、美佳绿等电商平台合作，今年已
签订玉米购销订单600万棒。

巴彦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伟氡向
记者介绍说，名溪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
创业基地是全县3家规模创业创新平台
之一，今年 3月被评为省级农民专业合
作社示范社。拥有42000平方米的加工
实训基地，带动几百户贫困户带地入社，
常年可解决2000名劳务人员就业。

“一人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王德锋说，2017年注册成立了嘉润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按照“企业+合作
社+农户”经营模式，促进小农户与合作
社、公司实行种植、加工有机衔接，加快
农民增产增收。2019年带动巴彦县西
集镇、松花江乡、龙庙镇周边贫困户 280
户带地入社，农户获得利润分红 220万
元，解决周边 1200 名农民上岗就业；
2020年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1650个，长
期就业岗位 260个，带动农民获得劳务
收入420余万元。

“我们刚刚投入 6000万元采购了深
加工玉米粉、玉米粒的新生产设备，今年
8月投产。到那时，深加工产品附加值
更高，农户收入也会跟着节节升高。”王
德锋欣慰道。

巴彦县名溪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

鲜食玉米“领鲜”增收新产业

本报讯（张玉奇 钱玺勇 记者
王志强）日前，伴随延寿县延寿镇
供水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的隆隆
机声，延寿县产业项目全线开工，
工程建设如火如荼，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据了解，今年延寿县计划开复
工 103个产业项目，总投资 47.7亿
元。

在延寿县鼎鑫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年处理一万吨沙棘鲜果深加
工生产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室内设备安
装。董事长任中国告诉记者，鼎新
生物产业园项目是省百大项目，施
工进展非常顺利，去年工程主体已
封顶，预计今年7月建成投产。投
产后，主营业务收入将达到4亿元
左右，利税在5千万元以上。

据介绍，年初以来，延寿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与经济社会
发展，积极创优营商环境，以积极
的扶持政策提供要素保障，集中
精力抓产业、上项目、扩投资，全
力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明显、支撑

作用强的大项目、好项目尽快落
地开工。

坚持“一产瘦身调结构、二产
强身壮筋骨、三产靓身增活力”的
产业发展思路，今年，延寿县聚焦
发展壮大实体经济，落实省“百千
万”工程和市重点产业链链长制，
把绿色食品加工打造成第一支柱
产业，培育壮大医药制造、亚麻纺
织等特色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结
构，加大项目储备和争取力度，通
过产业链招商、市场化招商、专班
招商，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民
营经济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
推进“工业强县、农业强县、生态强
县、文旅强县”进程。

同时，延寿县全力抓项目建
设进度，坚持领导包保、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盯紧招商引资已签
约的 90亿元 13个项目，重点推进
生猪、风电等 20亿元以上的产业
项目，确保早落地、早开工、早投
产、早达效。落实服务企业“四条
金标准”，千方百计为项目落地、
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抓产业 上项目 扩投资

延寿县重点项目全面开工

本报讯（记者韩波）日前，五常
市举行 2021年春季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五常市重点项目——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同步开工。
截至目前，五常市已开复工重点项
目 19个。打造新引擎，集聚新动
能，项目集中开工标志着五常市在
招商引资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成
果，也彰显了以项目建设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奔跑姿态。

据了解，今年，五常市实施重
点项目52个，总投资63.9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26亿元。其中，哈市
重点产业项目 12个，总投资 19.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5亿元。目
前已开复工的重点项目，涵盖新
能源、生物制药、稻米深加工等多
个领域。

向产业项目建设聚焦发力，
大力实施“产业兴市、工业强市”
战略，把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作为
新旧动能转换的动力引擎，五常
市产业项目建设数量连续多年位

列哈尔滨县市第一。特别是去年
以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五常市吸引了深圳三科、北京亿
良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前来投
资兴业，一批档次高、业态新、拉
动力强的重点项目落地生花。

记者了解到，由深圳能源环
保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今年开工建设，将
高起点设计，高标准建设，高水
平运营，打造我省生态环保标杆
项目。

据悉，今年五常市提出，要利
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哈长城市
群规划、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制造
2025》等政策机遇，围绕农业产业
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民生事
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谋划项
目。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办
就办好，滴水穿石”为要求，五常
市将为项目推进提供全方位、全
过程服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
产、早见效。

打造新引擎 集聚新动能

五常市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胡建军 记者白云峰）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日前，通河县干部职工开展了环
境综合整治志愿服务活动，打造干净、卫
生、整洁的生活环境。

通河县领导干部带头对各类垃圾弃
物进行清理，县农业农村局、人社局、税
务局等多个单位的机关干部挥动着手中
的铲子、扫把，清扫路面的生活垃圾，清
除建筑装修废土，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各志愿者组织成员也积极作为，蓝
天救援队志愿者、中国公益在线志愿者、
县妇联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和团县委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来到小区、公园、广场，投
入到环境综合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中，清
扫垃圾，美化环境。同时，通河县各乡镇
干部职工也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共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志愿者在清扫街路。
本报记者 白云峰摄

通河

环境综合整治
创建文明城市

本报讯（孙健 记者白云峰 王志
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尚
志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紧紧围绕“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紧密
联系实际，立足本职岗位，注重面向
基层，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日前，尚志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党员干部按照工作分工进行了走访
调研，发现乌吉密乡五保村六保屯内
的巷道坑洼不平，严重影响该屯 108

户村民的出行。
了解情况后，20多名党员驱车

20余公里，来到六保屯，联合 12名
五保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
者，一起对这段路进行了全面整
修。整修现场共投入砂石料 400余
立方米，出动平地机、钩机、翻斗车
等大型机械设备 3台次。经过一天
的忙碌，该屯的 4 条巷道共计 1350
余延米整修一新，受益的 108 户村
民拍手称赞。

尚志

修整道路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韩波）为了让老年人共
享智能政务的便利，解决他们在办理政
务服务时遇到困难，木兰县政务服务中
心创新增设“爱心专窗”，推出系列服务
举措，在信息化“快时代”为老年人送上
舒心“慢关怀”。

据了解，设立在木兰县政务服务中
心一楼的“爱心专窗”，有专职工作人员
优先为老年人提供“面对面”政策解答、
办事引导、全程陪办、帮缴代缴、协助填
表、复印打印等便利化服务。办事大厅
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办事的设施设备，为
老年人提供了爱心敬老专座、轮椅、放大
镜、老花镜、急救箱等物品。

针对没有健康码或者没有智能手机
的老年人，木兰县政务服务中心设专人
帮助登记身份证、社保卡等，确保老年人
方便快捷出入大厅。

同时，为方便老年人支付，政务服务
大厅对于需要缴费的事项，坚持使用现
金、银行卡等支付方式，通过领代办服
务，为前来大厅办事的老年人提供一对
一全程引导帮办服务。

在保留传统服务的基础上，木兰县
持续优化创新政务服务，建设更加人性
化、有温度的政务服务大厅，让老年人的
办事体验更加舒心、便利。

木兰县政务服务中
心增设“爱心专窗”

“适老化”服务
解决老人办事难题

农技人员现场指导。 兰雪迪 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本报讯（兰雪迪 钱玺勇 记者王
志强）日前，延寿县加信镇抢前抓早，
积极邀请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专家
指导农户进行水稻钵育摆栽，受到群
众的交口称赞。

在同德村水稻种植大户唐昭兴
家的育苗大棚内记者看到，唐昭兴
一家人抢抓天气回暖的有利时机，
正在进行水稻钵育摆栽。唐昭兴告
诉记者，今年他准备采用钵育摆栽
技术育苗 6000 盘，可满足 180 亩水
田插秧用苗。

加信镇领导与农技专家在详细
了解钵育摆栽进展情况后，希望农户
提早做好春耕生产各项准备工作，精

选良种，加强秧田管理，努力实现苗
齐苗全苗壮。

据了解，加信镇作为延寿县水稻
主产区，入春以来，不断推进春耕生
产进度，他们广泛宣传、积极引导农
民做好春耕生产各项准备工作。同
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和农
户家中,开展科学种田技术指导，及时
解决农民在春耕生产中遇到的实际
问题，确保全镇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加信镇副镇长李文臣告诉记
者，积极引导农户春耕时节做到早
准备、早动手、抢农时，目的是为丰
产丰收打下基础。截至目前，加信
镇已全面掀起育苗高潮。

延寿

掀起水稻育苗高潮

工人在生产线旁作业工人在生产线旁作业。。

农机在进行腐熟还田作业。

种子放入智能催芽箱。

工作人员为老人提供代办服务工作人员为老人提供代办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