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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短短三天时间，我们
公司就拿到了经营许可证和 62台出
租汽车的运营证，办事效率真是太高
了。办理中，只需要‘一表申请、一套
材料’，就能‘一次办成’，大大缩减了
办理的时间、环节，减轻了我们企业
的负担。”平安出租有限公司经理周
建峰高兴地说，手里拿着的正是刚办
完的各项许可证。

近日，榆社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
局积极开展政企服务“上门办”活动，
工作人员先后前往晋中瑞达公交有
限公司榆社县分公司、榆社县平安出
租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基本情况
及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为其梳理项目办理流程，力求在项目
审批中进一步采取减环节、减材料、
减时限等措施，提升服务效率，解决
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此外，榆社县还深入街面店铺，
面对面了解商家经营中存在的困难
和瓶颈，特别是在行政审批、政务服
务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并征询商家对
行政审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收获了
商家的一片好评。

“当天申请当天就领到证了，为
你们的时效服务点赞！”酸辣粉店老
板拿着刚刚办好的经营许可证满脸
笑容走出了审批大厅。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榆社县不断深化改革，提升政务

服务水平。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突
出的问题，深入推进各项改革，打通
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

从简政放权入手，深化“放管服”
改革，压缩各类行政审批事项，放宽
市场准入，是释放市场主体活力的关
键所在。榆社县全力推进“一枚印章
管审批”改革，促进便民服务升级。
加快落实“两集中、两到位”。聚焦高
频事项，将供水、供热、供气等民生服
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大厅，开展“一
站式”服务，让群众和企业“只进一扇
门办结所有事”。同时，全面规范划
转审批职能和事项，在综合评估15个
涉改部门的行政许可事项和关联事
项的基础上，划转县级事项194项，并
向开发区划转迫切事项 27 项；2022
年以来，梳理第二批划转事项 19项，
签署了审管衔接备忘录。持续推进

“五减”（事项、环节、材料、时限、跑
动）工作，材料压缩三分之二，审批环
节与流程减少一半以上，审批效率显
著提高。同时大力推广电子证照改
革。对全县33个承担行政审批、公共
服务职能部门的行政公章、审批专用
章开展了信息采集、梳理、校对，申请
制作电子印章共计55枚。目前，取水
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16种
审批事项均可办理电子证照。截至
目前，已办理电子证照3364个。

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市场准入是
首要环节。为加快落实市场主体倍

增计划，榆社县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设立企业开办专窗，优
化市场准入、注册登记、歇业登记等
举措，实行注册登记事项全链条全流
程整合，积极推行个体工商户“口头
申报、当场取照”简易登记模式，实现
企业开办“0.5 天”同步办结，市场主
体开办便利度进一步提升，营造了良
好的市场准入环境。目前，全县市场
主体总量达 13102户，新设立市场主
体3148户，同比增长193%。

加强市场监管，保护好市场公平
竞争机制，将为企业提供更加公平公
正的发展环境。榆社县进一步健全
审管联席会议和信息“双推送双告
知”等制度，建立了 14个涉改部门监
管互动平台账号，实现了审批和监管
有效衔接。榆社县行政审批等 22个
部门持续推进“互联网+监管”工作，
共认领监管事项 1079 项，认领率
100%；编制检查实施清单 1072条，完
成率 100%；录入省系统监管行为信
息共计 43698条，实现了监管工作规
范化、精准化、智能化，监管执法水平
也进一步提高。

随着各地加快电子政务建设，不
少相关服务通过“一窗通”“一网通”，
实现全程网办，政务服务质量和便利
化水平的提升让企业办事更加便
捷。榆社县着力打造高效便捷的政
务环境，为市场主体保驾护航。大力
推行“网上办”。按照“四级四同”标

准和“三级网办”要求，全面梳理政务
服务事项，及时录入山西政务网服务
平台 747项，四级深度以上可全程网
办数670项。全力推进“集成办”。围
绕服务企业、群众重点领域和高频事
项，推出服务专区，完善服务指南、服
务事项，推出“我要开饭店”等“一件
事一次办”集成服务，目前服务事项
达154项。全面推行“预约办”。完善
延时服务、预约服务、急事急办服务
等方式，对“无申请、主动办、不见面”
的办事主体，通过发放电子证照或邮
政快递寄送的方式，共预约办理服务
事项42件，努力打造“7×24小时不打
烊”的政务服务。积极推行“代办帮
办”。榆社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组
建了22人的专门队伍，为新建项目和
审批服务对象提供全流程“保姆式”
服务，2022年以来，帮代办事项共406
件。同时，各乡镇（城区）设置帮办代
办服务窗口，组建了179人的乡镇、村
（社区）代办队伍，实现了便民事项
“就近办、多点办”。

放水养鱼，水深则鱼悦。营商环
境的优化让无数市场主体茁壮生长、
活力迸发，成为促发展、稳就业、保民
生的重要经济基础。营商环境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下一步，榆社县将着
力促进帮扶更有力度，服务更有温
度，以精心的呵护让市场主体“青山
常在”。

（程煜媛 赵彩宏）

榆社县

持续培优营商环境 打造市场主体成长“沃土”

2月18日，左权县乳胶产业园内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加紧生产，一派繁忙景象。据悉，该产业园区总投资36.5亿元，项目规划用地801亩，总建筑面积约29
万平方米。目前，该园区主要以生产气球、医用手套、安全套等乳胶产品为核心，包含包装、印刷、物流、电商等配套衍生产业。 赵子欣 张文军 摄

2月19日，雨水节气。这天，山西亿鑫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左权分公
司农资店内，农民正在选购瓜果、蔬菜、玉米等种子。天气转暖，左权县农
民抢抓农时、忙于农事，为春耕春播做准备，亿鑫源左权公司迎来年后“开
门红”，从源头上严把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质量关，确保广大农户安心
买、放心种。 通讯员 杨 文 摄

严 把 农 资 质 量 关

本报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介休市北坛街道崇文街社区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更
多惠民举措，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让
件件实事暖到百姓心窝里。

“喂，崇文街社区吗？我是孟增
寿，咱们不是要老年人进行认证，我
和我老伴不会弄，社区能来人帮忙一
下吗……”介中宿舍小区居民孟增
寿，今年 74岁了，因为不擅长操作智
能手机，打电话请社区帮忙，不到 10
分钟，社区网格员便来到家里帮助老
两口完成认证。孟增寿告诉记者：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对小区的工作、
物业或者人们反映的意见，都能很及
时地处理，很辛苦。”

访居民家、忙居民事、暖居民
心，一直以来都是崇文街社区工作
者的真实写照。为了能更高效优质
服务居民，社区还充分利用网格化
服务管理模式，成立居民服务微信
群，更加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拉近
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解决了居民
咨询难、办事难的问题。2022 年以
来，崇文街社区建立起 54 个居民微
信服务群，成为了小区居民每天必
看的信息群。

介休市北坛街道崇文街社区副
主任张雁说：“我们定期将社区的动
态、活动通知、典型事迹等上传至微
信群。在群里，居民可以轻松获取社
区建设和服务方面的最新资讯，了解
办事流程，反映问题并寻求服务，还
可以与社区工作人员和其他居民互

动交流，网格员也可以及时解答居民
的问题，做到社情民意早知道、早化
解、早回复。”崇文街社区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指引，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落
实到为人民服务和深入实践的行动
中，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
事”，以网格化党建为抓手，打造了

“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党员中
心户—党员志愿者”为基本框架的治
理格局，切实打通联系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通过“党建联盟”联合辖区
各方资源力量，围绕居民的根本利
益，收集困难家庭的“微心愿”，召开

“大党委联席会议”，通过“居民点
单—社区派单—党员志愿者接单”的

“三单”服务模式，真正解决居民的
“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介休市北坛街道崇文街社区党
支部书记主任赵晓娟说：“党的二十
大赋予新时代社区工作新使命、新任
务，今后，崇文街社区将进一步激发
基层党建活力，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一是要深入推进社区大
党委机制；二是要深入推进便民服
务，落实好辖区内的老旧小区改造等
工作；三是继续开展‘三微’行动，收
集群众所需所盼，不断提高服务群众
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构建邻里互助、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武海霞 陈 琦）

惠民生，社区服务增福祉

二十大精神在晋中二十大精神在晋中

本报讯 （记者周俊芳）七九河
开，八九雁来 。雨水节气刚过，各
县市春耕备耕就拉开了序幕。在榆
社县森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工人们正忙碌着搬运化肥、种子等，
不时有车辆往返，场面非常繁忙。
前来询问购买化肥、种子、农具的农
民络绎不绝。

随着天气逐渐变暖，榆社春耕
工作开始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
县农资销售商调配各类农耕必需
品，为春耕生产提供有力保障。目
前，榆社已调储各类作物良种 150
余种，有机肥 2000 余吨，农资调运
正有序进行，打好春耕备耕主动仗，
确保粮食安全“开门稳”。

七九河开忙备耕

本报讯 时下正值果树春剪时
期，梨农们走进林间，抢抓早春气温
回升的有利时机，对果树进行剪枝
和管理，为梨果丰收播洒希望。

走进祁县古县镇梨苑新村果园
里，梨农程小平一手持剪、一手持
锯，正对自家梨树进行修剪。

“这是我的果园，现在已修剪
三分之二，基本接近尾声。去年
12 月开始修剪，由于这两年酥梨
价格比较好，果农修剪果树的热
情很高，早早地开始修剪，过年以
后投入紧张的备耕备产，修剪得
早对花芽的生长极为有利。”程小
平说。

据了解，梨树剪枝管理是产量
高低、品质好坏的重要因素，果树
修剪是为了提高果品质量，增加果
园经济效益。祁县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中心果树站站长马江天介绍，
目前已经立春，这一时期果树管理
很关键，应该在惊蛰以前完成果树
整形修剪工作。果树整形修剪主
要侧重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打
开光路，另一方面是调节疏稀。根
据果树不同采取不同的修剪方式，
为果树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是清园工作，第一次是要把果
树修剪完成的枝条落叶清理出果

园，可以有效降低果园病虫害的越
冬基数；第二次是在开花前 3 至 4
天，打一次石硫合剂，进一步降低
果园的越冬基数。

祁县酥梨“钾”天下，被誉为“果
中一绝，梨之上品”。先后荣获“山
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北京·国际农
业博览会名牌产品”“全国名优果品
交易博览会畅销产品奖”。祁县酥
梨种植基地无公害认证 5 万亩，
GAP 认证 1.2 万亩，畅销国内各大
城市和港澳地区，出口美国、英国、
加拿大、新西兰、东南亚等 19 个国
家地区。现已初步形成以古县镇、
城赵镇、昭馀镇为主的梨主产区，品
种主要有酥梨、玉露香梨、雪花梨、
巴梨等，成为祁县发展和农民致富
的强力引擎。

“咱们村梨树总面积 9000 余
亩，今年酥梨亩产预计 5000 斤左
右 ，价 格 也 可 以 ，预 计 可 达 到
8000 至 9000 万元。酥梨价格提高
了 ，老 百 姓 种 树 的 积 极 性 也 高
了。咱们从 2022年 12月开始果树
修 剪 ，到 目 前 全 村 已 修 剪 完 成
60%，预计到 2 月底 3 月初，春季果
树修剪基本完工。”古县镇梨苑新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郭志刚信
心满满。 （郭 坚）

梨园剪枝忙 不负好春光

本报讯 早春时节，气温回升，
农民积极开展春耕备耕工作。山西
德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足马力加
紧生产，全力保障春耕用肥需求。

2 月 17 日，笔者在山西德森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看到，机器轰鸣，生
产车间内正在紧张有序地生产复合
肥料，工人们将生产出来的化肥进
行装袋、封口，一片忙碌景象。包装
好的化肥，经过传送带运送，下线、
装车，一气呵成。

“年前我们购置了新的生产设
备，正月初五就开始调试，正月十二
正式生产。目前，每天生产的肥料
入库量在 35 吨左右。我们会保质
保量为农户及企业提供优质化肥，
保证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山西德森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武
双说。

据介绍，山西德森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农资销售和供应单
位，承担灵石县近三分之一的农资

供应。立春后，随着玉米、大豆等农
作物的播种，化肥需求量骤增，而优
质的化肥对粮食增产具有重要意
义。今年，山西德森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对灵石县土壤
的分析，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最大程
度保障优质农资稳定供应。

刘武双说：“我们生产的心连心
配方肥料，根据灵石县农民的用肥
需求和当地土壤肥力情况进行配
置，农民可根据地理情况和产量情
况酌情选择。此外，我们的配方肥
中添加了腐植酸，能提高作物的抗
逆性，提高肥料利用率，降低农民种
植成本。”

为保障春耕市场化肥供应，山
西德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行
动，提早储备原材料，加班加点完成
订单，保障春耕时期生产平稳、供应
充足。截至目前，山西德森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已经储备化肥 1000 余
吨，现在原料充足。 （赵 青）

开足马力生产 保障用肥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