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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城关注

本报讯（记者马智博）日前，国家发改委公
布 8 月份全国城市信用监测状况，哈尔滨市在
全国 36 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排名第 20
位，较去年年末提升 11位；五常市、尚志市在全
国 383 个县级市分别排名第 164 位、168 位，均
进入分组前 50%。

城市信用监测是国家发改委开展的动态
监测，分序列对全国 36 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
市、261 个地级城市、383 个县级市和 40 个地州
盟逐月监测发布，包括政务诚信、信用监管、信
用服务实体经济等 9 方面 36 项指标，相关监测

数据来源于政府网站、信用网站、重点媒体等
10000 多个互联网网站的公开信息，综合反映
城市的信用状况水平。

今年以来，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
积极发挥牵头作用，坚持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工程，扛起省会担
当，服务中心大局，以“五个强化”全面提升城
市信用水平，激发振兴发展的新动能，持续打
造“信用哈尔滨”“哈尔滨营商环境”城市品牌。

哈尔滨市将城市信用监测工作纳入市守
信践诺专项行动，分解形成任务督导、数据采

集和非数据采集三方面 57 项任务，组织 43 个
市直部门及区县（市），逐项指标研究，逐个部
门推进，“一标一策”，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
进，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成
立全省首家市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构建“1 指南 2 目录 3 清单”工作机
制。

哈尔滨市持续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
监管机制，事前推广信用承诺制，推出“承诺即
开工”“承诺即交房”等改革举措，有效减少企
业和群众办事环节，降低时间成本。事中推进

分级分类监管，21个部门在 37个领域开展行业
信用评价，对各类市场主体年均抽检不超过 1
次。事后实施联合奖惩，将守信失信名单嵌入
在线行政服务事项流程，年初至今，共对 577 个
政务服务事项核查 22645 次，限制失信被执行
人任职法定代表人 109 人次，4175 家企业退出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7.9 万户企业退出经营主
体异常名录。强化争先意识，出台全国首个

《信用信息政务应用目录》，企业和群众办理 30
个市直部门的 8 类 151 项行政事项时“应查必
查”。

城市信用监测排名创新高

□本报记者 邢汉夫

室内燃气设施更新改造是燃气老化管网改造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及时消解燃气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
安全用气的重要依托。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获悉，
今年，哈市在实施燃气老化管网更新改造过程中，持续
改进基层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室内燃气
设施更新改造效率，全力按下室内燃气设施改造“加速
键”。

哈市香坊区珑瑞小区共有 2320 户居民，改造数量
多，室内情况复杂，改造难度较大。加之小区居民对室
内燃气设施改造必要性缺乏足够了解，工作配合度不
高，小区室内改造施工迟缓，燃气安全隐患迟迟得不到
化解，成了室内燃气老化设施改造工作中一块难啃的
骨头。得知这一情况，哈中庆燃气公司香坊分公司积
极联系当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开展群众工作，
对居民的各类问题及时解答，得到了居民的理解支持，
筑牢了室内燃气改造施工的群众基础；针对不同住户
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多套个性化改造方案，满足住户多
样化需求，减少改造施工对住户造成的损失；做好服务
保障，对改造后的住户及时提供上门安检服务。在各
单位部门的通力配合下，燃气公司仅用一个月时间便
完成了该小区的室内改造施工任务。“作为中庆燃气公
司的基层单位，我们平时和燃气用户接触最多，也是室
内燃气设施改造的主力军。我们持续优化服务方式、
创新服务载体，用真诚暖心的服务，赢得了居民的信
赖，及时完成了整个小区的室内改造施工。下一步，我
们将认真总结并推广经验，继续加快辖区内的室内燃
气设施改造施工，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供气服务。”中
庆燃气公司香坊分公司经理王铁说。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室内燃气设施更新改造主要包
括远传智能燃气表、自闭阀、报警器、胶管“四件套”安
装更换以及室内燃气立管改造等。哈市管道燃气用户
数量庞大，室内燃气设施老化现象严重，燃气安全隐患
突出，改造任务十分繁重。同时，由于室内燃气设施改
造需要居民住户的支持配合，对厨房橱柜等住户自有
设施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对居民正常生活秩序的影响
不可避免。部分群众对燃气设施改造相关政策缺乏了
解，配合度不高。为此，今年哈市畅通街道社区与燃气
企业区域分公司之间的沟通联络渠道，并持续加强群
众工作力度，千方百计争取群众支持，为开展室内改造
施工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同时，针对不同住户的个性
化需求，由燃气企业制定相应的针对性方案，并由住户
自主选择，进一步提高了群众配合改造的积极性。优
化施工组织，根据改造住户集中程度，将改造群体划分
为集中改造用户和分散改造用户两部分，并分别安排
专人负责，实现集中改造与“扫零”改造滚动实施，加快
改造效率，高质量打赢了这场民生“攻坚战”。

拧紧燃气“安全阀”
为群众幸福“加码”

品质提升百年老街
□文/摄

本报记者 马智博

空间修缮美化，城
市家具容貌提升，园林
绿化提档升级……日
前，作为城市名片的哈
尔滨市中央大街启动9
条辅街的品质提升工
程。工程进展如何？提
升之后又会为百年老街
带来哪些变化？近日，
记者进行了探访。

本报讯（记者马智博）记者从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建
设监督局获悉，按照《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等
5 部门关于印发在全省复制推广“无感续证”改革创新
成果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哈市面向全市推广哈尔滨
新区“无感续证”改革创新成果，以“管家式”服务，不断
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感、满意度。

据了解，按照“成熟一批、公布一批、实施一批”的
原则，哈市将“出版物零售业务经营许可”“娱乐场所从
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候车
室、候机室、候船室）”“企业类食品经营许可（企事业单
位食堂、大型商超）”等高频证照率先纳入第一批“无感
续证”事项清单，由各行业部门梳理“无感续证”服务对
象清单，对于符合要求的合法经营主体，通过许可到期
前主动提醒、续证帮办等方式提供“管家式”代办服务，
企业只需在限定时间内将原许可证、确认承诺书以及
其他续证必备存档材料返回审批部门，即可实现经营
主体零跑腿、零等待。目前，已有 10家企业在“无感”中
轻松续证。

下一步，哈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将持续推行“无
感续证”审批服务精准化、定制化和个性化服务，拓展

“无感续证”行业领域，为经营主体办理许可证延续提
供更精准、更便捷、更高效、更省心的极简审批服务。

“无感续证”全面推广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获
悉，日前，哈尔滨市地下管网智慧化管理、创新开发城
市地下管线工程开挖计划分析方法荣获国家专利，两
项技术的应用有效缓解“马路拉链”及第三方管线挖断
事故。

据了解，2023年以来，哈市启动地下市政基础设施
普查和全市统一的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其中，地
下市政基础设施普查重点是城市道路及其他公共区域
范围内的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包括地下工程管线、城市
地下交通设施和城市地下其他工程的空间位置、技术
指标、管理信息、安全隐患等。

全市统一的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汇聚 2.7万公里管线
数据及 280 万平方米地下空间数据，融合了倾斜摄影、
总规、详规、五线、网格等地上数据，实现地上地下一体
化、二三维一体化管理。《哈尔滨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
规程》《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数据及综合管理平台技术规
程》等多项地方标准发布，统一数据标准，填补了严寒
地区地下管线探测技术空白。

住建部门拿下两项国家专利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记者从哈尔滨市住
房专项维修资金服务中心获悉，为充分发挥
住房专项维修资金作用，使住房共用部位、公
用设施设备受损时能得到及时维修、更新和
改造，该中心通过优化流程、精简要件、压缩
备案时间等措施，为使用申请人提供高效便
捷的服务。统计显示，今年以来，该中心已备
案使用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约5400万元，惠及
4.4万户居民。其中，屋面外墙渗漏、电梯、小
区路面维修占比位居前三。

据了解，2020 年，根据哈尔滨市委市政
府统一要求，维修资金使用事权下放至各
区。为使维修资金使用事权顺利承接，理顺
畅通业务开展中的堵点、卡点，切实提高维修
资金使用效率，2020年 3月经哈尔滨市政府
同意印发《关于规范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申请
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了维修资
金使用管理权限、申请条件、启动程序等。住
房维修资金使用事权下放以来，维修资金使
用金额呈逐年提高态势。

4.4万户居民
受益住房维修资金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记者从哈尔滨市交
通运输局获悉，因哈尔滨地铁 1号线太平桥
站至哈尔滨东站暂时停运，哈市近日开通地
铁1号线太平桥站至哈尔滨东站的免费公交
接驳专线。

接驳专线运营时间为，哈尔滨东站往太
平桥站方向是6时至22时30分，太平桥站往
哈尔滨东站方向是6时48分至23时48分。

哈尔滨东站往太平桥方向，由哈尔滨东
站 1号口发车，中途设置桦树街站 2号口站、
交通学院站 2 号口站，至太平桥站 1 号口终
点。太平桥站往哈尔滨东站方向，由太平桥
站 3号口发车，中途设置交通学院 3号口站、
桦树街3号口站，至哈尔滨东站4号口终点。

为方便乘客搭乘免费接驳专线，在太平
桥地铁站、哈尔滨东站地铁站内以及接驳专
线沿途站点均设有专人和指示牌引导，乘客
根据引导有序乘车。

地铁1号线太平桥站至哈东站
免费公交接驳专线开通

本报讯（记者刘瑞）近日，冰城首家茶具文化艺
术展览馆——蓝堂历史茶具文化艺术展览馆（简称
蓝堂）在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开馆。

该展馆展厅面积 24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总投
资 2000万元，首展个人藏品及企业收藏 150件。一
层展区外侧陈列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渣斗建水、铁瓶
银瓶、碳炉火钵等器具，里侧展藏明代至近代的古代
字画及文房用品。二层展区陈列着投资方20年来收
藏的茶具珍品，色泽温润，犹如凝脂的德化白瓷，高
贵典雅的锡器茶仓，造型别致的荷叶锡托五客等。
此外，展馆还收藏了另一大类的茶具紫砂器具。镇
馆之宝——出自明晚期制壶大师时大彬之手的虚扁
壶最为吸睛，此壶为紫砂壶形制中少见的极扁造型，
线面屈曲和谐，意趣盎然，艺术价值极高，可谓“千奇
万状信手出，巧夺坡诗百态新”。

蓝堂历史茶具文化艺术展览馆是由博艺文化艺
术园区管理（黑龙江）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逸仙画院
共同打造建设的文创基地，旨在加强上海与哈尔滨两
地传统文化艺术交流，助力哈尔滨开拓文旅新赛道。

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本次提升工程包括
立面空间修缮美化、空中线缆
规范治理、园林绿化提档升级、城市
家具容貌提升、夜景照明优化提质、广告
牌匾整治提档，涉及的街路为中医街、红专
街、东风街、大安街、端街、西十道街、西十一道
街、西十三道街、西十四道街。

打磨理石、搅拌砂石……11日，记者在位于西十
三道街的一处工程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路面理
石的铺装。不远处的连廊公园内，工人们在忙着进行修
缮。“西十三道街的工程主要是城市家具容貌提升和园林
绿化提档升级。”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主任李
冬雪告诉记者，目前，西十三道街的路面理石铺装已接近尾
声，“连廊公园内我们打造了防腐木座椅，对园内的一些铁艺
进行打磨后重新粉刷。”李冬雪表示，在此次提升工程中，道里
区城管部门结合西十三道街既有绿地景观，打造出“四季有景、
秋冬有彩”的城市绿化休憩空间，以此进一步提高中央大街辅街
园林景观品质。

在西十道街、大安街、东风街、红专街，路面理石的铺装也在紧
张进行。记者看到，大部分施工现场都用围挡进行了隔离。“此次品
质提升工程实施的位置大部分都位于辅街与中央大街的交口处，为
了减少施工对市民游客和周边商家的影响，我们进行了硬隔离，以此
降低噪音和灰尘。”李冬雪说。

在红专街，空中线缆规范治理也在同步进行。记者看到，工人们
正在对杂乱的线缆进行梳理捆扎，然后用黑色线盒固定在楼体上，规
范有序、整齐美观。“通过治理进一步解决空中线缆架设不规范、杂乱
无序、废弃线缆清理不及时等问题，着力营造规范、整洁的城市空中
环境秩序。”李冬雪介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 9条辅街的广告牌匾整治处于设计
制作之中。李冬雪告诉记者，广告牌匾整治提档升级后，将进一
步突出还原上述辅街人文历史风貌，提升历史建筑、文物建筑的
可识别性，确保建筑立面风貌不被遮挡。

据介绍，实施改造的辅街中还将进行夜景照明优化提质
工程，涉及沿街的楼体、广场、绿地等区域。夜景照明优化提
质工程突出辅街欧陆风情特点，整体以暖光作为烘托，在视
觉效果上做到见光不见灯，让灯饰与沿街建筑融合。一
些区域还将通过夜景照明勾勒出建筑整体外形，让辅
街景观照明与中央大街步行街整体光色与氛围相得
益彰。

据悉，为了给亚冬会和冰雪季营造良好的
氛围，提升工程11月初启动，全部工程预计
本月20日左右完成。随着工程的实施，
中央大街作为欧陆风情街的形象将
越发清晰，市民和游客的体验
感也越发强烈。

西十三道街
效果图。受
访单位提供

冰城首家茶具文化艺术展览馆开馆冰城首家茶具文化艺术展览馆开馆

捆扎线缆。

打磨铁艺。

西十一道街
效果图。受
访单位提供

市民参观体验市民参观体验。。明晚期虚扁壶明晚期虚扁壶（（时时
大彬款大彬款）。）。

□文/摄 本报记者 邢汉夫

“小区单元门把手和健身器材都被物业
工作人员给‘穿’上了冬装，解决了摸起来

‘拔凉’的问题，感谢物业的暖心之举。”近
日，家住哈尔滨市保利城的居民刘大娘高兴
地说。

随着室外温度逐步降低，为给小区居民
们提供一个更加舒适、便捷的环境，哈市部
分小区开展了“暖冬”行动，在征集小区居民
的建议后，以“微改造”促“精提升”为抓手，
确保业主们在寒冷季节触及之处不再冰凉。

在保利上城小区内，物业工作人员用红
色的绒布将小区的大门和单元门的入户门
把手包裹。

在保利城、清华颐园、公园九号等小区
内，除了将门把手予以套装外，物业工作人
员还给每一个健身器材的把手处也包上了
绒套，让业主们在冬季锻炼时，手触不再冰
凉。此外，物业工作人员还给各园区的休闲
座椅配置了座垫，让原本冷硬的座椅变得舒
适。“物业太贴心了，出来晒太阳省着从家拿
座垫了。”业主刘大娘说。

部分小区开展“暖冬”行动

安装座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