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15%
新疆阿克苏建成地县联动在线政务平台

近日记者从新疆阿克苏地区行政服务中心获悉，该地区建成全疆首

个地县两级联动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并上线运行。

据悉，该平台应用将逐步拓展至乡镇、社区，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

伸，让企业群众办事“多点可办、就近能办、少跑快办”。平台目前已完成

与自治区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工作，政务服务事项认领率达到

83.42%，事项发布率达到 110.59%，网上申办率达到 90.15%。

在政务中心大厅，阿克苏某房产公司员工张红伟说，她今天过来办单

位许可证的，以前办这个文件一般要 2 个月，现在基本上资料齐了，跑来

一次就可以，10 天左右就可以办完，既节约时间又简化了流程。

阿克苏地区行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刘春介绍，阿克苏地区直属单位

已开通网上办理事项 482 项，网上可办率达到 81.93%。各县（市）开通网

上办理事项 529 项，平均网上可办率达到 90.63%。

依托网上政务平台，“最多跑一次”正在常态化。通过优化办事流

程、简化办事材料、精简办事环节等措施，阿克苏地区审批时限平均在法

定时限基础上压缩 40%以上，55.4%的办件在 1 天内办结，30%左右承诺件

实现“即来即办”。地区本级 32 个单位先后梳理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

257 项，各县（市）梳理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平均达 210 项。同时，开通

“快递送达”服务，由政府买单，实现审批结果文书、证书为企业和群众

“免费送达”。

眼下，按照“统一规划、整体实施、上下联动、互联互通”的思路，阿克

苏地区逐步将地县两级联动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广向基层延伸，形

成了地县乡村政务服务平台“四级联动”。 （张文娟 记者朱彤）

73个
东北首个“飞才港湾”落户营口

汇聚智力、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打破地域、人事关系等传统招

才引智的刚性制约，打造“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求所为”

的智库港。近日，辽宁省营口市汇仟支点科技智库成立大会暨第二届

“高层次人才营口行”活动在鲅鱼圈区启动，营口也成为东北地区首个

“飞才港湾”。

该智库旨在突破东北中高端人才的发展瓶颈，催生营口市“柔性引

才”路径，实现以“产”为主体引导“学、研”要素集聚，纾解被地域局限所

束缚的人才观。

统计数字显示，一年来，营口新建、续建亿元以上高新技术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 73 个，集聚经营管理、高层次创新人才 1500 多人，落地

各类人才创新创业项目 48 个。通过多年努力，营口相继突破了一批关

键技术，引领企业科研水平跨越式提升，带动了相关领域科技人才快

速成长。

与会专家表示，以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

为基础，通过对人才的重视和各类保障措施，以远程智库为桥梁，“飞才

港湾”营口将成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高端人才智力资源引进和新一轮东

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桥头堡”。 （记者郝晓明）

1.6亿千瓦时
厦门试行统一数字化监管充电桩

据国网厦门供电公司透露，厦门市充电基础设施政府监管平台目前

已正式上线，这是福建首个充电基础设施政府监管平台。

据介绍，2018 年，厦门市电动汽车充电量已达 1.6 亿千瓦时。截至今

年 6 月，厦门新能源汽车总量超过 40000 辆，全市累计建成投用超过 6000

根充电桩，新增备案 4400 根充电桩。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刘文亮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厦门市政

府启动市级充电基础设施政府监管平台建设，并委托国网厦门供电公司

具体实施。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接入充电桩 5104 根，占厦门市充电桩总

数的 85%，未来将 100%接入全市所有充电设施。

目前，平台已实现对厦门全市充电设施开展实时监控功能，可为新能

源汽车的投放、充电设施建设布点规划提供参考依据。未来，平台还将

与电网数据共享，通过双向互动实现有序充电，在保障充电设施安全可

靠运行的同时，为全市电网提供削峰填谷、区域平衡的作用。

（据新华社）

73.8万户
河南新登记市场主体持续增长

近日，据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透露，今年上半年，河南省新登记市

场主体 73.8 万户，同比增长 23.3%。截至 6 月底，河南省市场主体总量达

到 632.2 万户，同比增长 17.9%。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河南持续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4.5 天；同时优化“河南省企业

登记全程电子化服务平台”的使用规则和流程，让群众在网上办理企

业注册、变更、注销等手续更加简单便捷。截至目前，全省企业登记全

程电子化办理率已达到 77.41%。与此同时，河南省进一步提高市场监

管效能。目前河南省市场监管系统“双随机、一公开”已纳入 25 大类 69

个抽查事项，几乎涵盖了日常监管事项，市场监管更为透明；信用监管

基础性作用发挥明显，2018 年度河南省企业年报公示率达 90.25%；今年

上半年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 34.7 万户、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4.5 万户，

联合限制“老赖”1.45 万人次，加快了“僵尸企业”退出市场速度，让资源

配置更加合理。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联合公安、人社、银行等推出“企业开办服

务专区、专网”，真正实现企业注册、刻章、开票等事项“一窗、一网”一次

办理；加快上线试运行“全省网络交易监管平台”，补齐网络监管短板；建

成跨系统、全省统一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实现全省跨部门“双

随机”联合抽查全覆盖，不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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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创新

“说服农户最好的办法是做示范，我就挑

一家比较容易沟通的农户，手把手将新品种或

新方法做给大家看，预测长势和可能会碰到的

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食

用菌研发中心副主任杨小兵研究员说，大量生

动的实例取得了良好的传授效果，许多菇农后

来长期保持着与他的联系，遇到问题都喜欢跟

他商量。

杨小兵从事食用菌育种、栽培和加工领域

研究开发已有 28 年，20 年前加入农村科技特派

员队伍至今。“作为一个党龄超过 30 年的老党

员，希望能够用自己掌握的技术专长去服务山

区经济，带动农户脱贫致富，为解决三农问题尽

绵力。”杨小兵说。

连续奋战建成全国最大
杏鲍菇厂

1999 年，杨小兵受广东省科学院和微生物

研究所选派，到对口扶贫的梅州市丰顺县帮助

发展食用菌规模化生产。刚到丰顺的时候，他

看到的都是用塑料薄膜和遮阳网，甚至是竹子

和野草搭建的简易菇棚，培养基菌包直接放在

泥地上。一大群人用铁铲拌料，用手工装填菇

包，用对人有毒害的甲醛来消毒。

“一年里只有三五个月能出菇，天气好时菇

长得太多，卖不完就烂掉了，天气不好时则一朵

菇也没有。菇蚊菇蝇飞得到处都是，喷洒完农

药的空瓶子随处可见，看得我心里难受。”杨小

兵回忆说。

经过有关方面的牵线搭桥，院领导带他找

到了该县汤坑镇一家规模稍大的杏鲍菇种植

户。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种植户不相信城

里的专家会种菇，对自己的技术很自信，说不必

改变种植方法，扩大种植面积就好。

杨小兵不动声色地转了一圈后，悄悄指出

了该种植户的菌包感染率已超过平均值，点出

了他用过的农药种类，告诉他升级改造后可以

实现周年产菇，相同的面积和用工至少可增加 5

倍产量，终于让他心动了。

随后，丰顺县食用菌工厂化栽培工程启

动，在广东省科技厅田园农业科技特派员计划

的支持下，杨小兵吃在工地睡在工地，找国内

的机械厂家合作，他自行设计用混凝土搅拌机

改装成培养基混合机，用自研的隧道式灭菌装

置代替价格高昂的高压灭菌釜，用连续作业的

食用菌接种生产装置代替进口的全自动接种

生产线……

经过半年多的奋战，一座大型现代化菇厂

投产，至 2003 年年产杏鲍菇已达 3000 吨，成为

当时全国最大的杏鲍菇厂。

传授种菇技术户均增收
4500元

干成了这件大事，确实让杨小兵倍受鼓

舞。于是，杨小兵有了新的考虑：仅这一家食用

菌企业的成功只能解决 200 多个农村人口的就

业，如何才能帮助更多农户脱贫呢？

“菌包生产需要较复杂的设备设施和较严

格的管理技术，适宜集中在工厂进行，出菇管理

必须有足够大的出菇空间，管理工作较零散，可

以分散到各家农户去管理。”他说，在各方面的

支持下，他依托丰顺县科技发展公司和丰顺县

穗光食品有限公司，在八乡山、潘田等地建立了

15 个食用菌生产基地，25 个生产网点，公司+基

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应运而生。

他率领研究所的食用菌团队多次深入到上

述乡镇，举办培训班 200 余期，传授科学种菇技

术，受训农民 10000 多人次，累计带动 5000 多农

户，户均增收 4500元，菇农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2014 年，杨小兵带领团队围绕梅州地区传

统灵芝产业的优化升级，指导当地按国家和广

东省标准建起了灵芝菌种供应站，年产销菌种

约 10万袋；扶植 25家灵芝专业户建立了 16万平

方米的生产场地，年产灵芝 80 吨，产值 931 万

元；灵芝孢子粉 36吨，产值 3569 万元；开发灵芝

加工产品 3个，产值 2608万元。

有一次，杨小兵住在山区农户的家里，被虱

子叮咬感染严重的传染病而高烧住院 9天；还有

一次因在菇厂忙于工作，乘夜班车回家遭遇翻

车事故肋骨和锁骨骨折，在医院躺了两个多

月。菇农们听说后都来医院看他。“当在病床上

看到农户们生活的改善，回想成功的喜悦，一切

痛楚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杨小兵说。

“我愿意继续当一名农村科技特派员，做给

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把论文写到农村的大地上，实践为

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杨小兵动情地说。

杨小兵：科技育菇 领着农民致富

科特派在行动
本报记者 龙跃梅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

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苏

木为乡镇级行政区域）挂牌。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将在苏

米图苏木围绕肉牛产业开展科技支撑，培育和壮大当地特

色产业。

作为全国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创新区域和我国牛羊肉产

品主要输出省区，从国家全面启动实施乡村振兴科技支撑

行动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就将牧业生产领域作为乡村振兴

科技支撑行动的重点领域之一，依托畜牧业的传统优势和

一大批牧业科学技术成果，从制度设计上把科技人员从“写

本子、跑项目、发论文、评奖项”引领到从实际生产中“找问

题、组团队、出成果、惠农民”上来，力图将科研技术落地北

疆草原。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鄂托克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的鄂

尔多斯草原腹地，拥有天然草牧场约 2600 万

亩，驰名中外的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发源于此，

畜牧业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产业之一。

但是地处边疆地区的鄂托克旗也一直

因产业技术创新相对落后而掣肘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今年，国家农业农村部正式开始

实施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围绕农业高质

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要求，调整科技

创新方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强高水平

科技成果供给，推动科技与农业农村深度融

合，加快构建全面支撑乡村振兴的农业农村

科技创新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科技

支撑。

“肉牛产业是鄂托克旗第一产业中的支柱

产业之一，科技支撑行动要在这里具体落实，

提升肉牛的培育技术和产品质量，必然是一个

重要的发力点。”鄂托克旗家畜改良工作站副

站长何云梅说。

近几年来，以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内蒙

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为

主力的畜牧业科学技术研发团队硕果累累，他

们立足内蒙古实际，在牲畜养殖、育种、改良、

基因研究、性控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大量关键技

术突破，众多新技术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均处于

领先地位，高新技术在畜牧业产业发展中的决

定性作用日益凸显。

内蒙古农牧科学研究院院长路战远说：

“充分理解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

是我们参与实施这一战 略 的 重 要 前 提 ，对

此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内 蒙 古 提 出 了‘ 以 生

态 建 设 优 先 为 导 向 ，农 牧 业 绿 色 发 展 ’的

新思路，而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作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我国‘十三五’

‘十四五’计划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对于

内 蒙 古 来 说 ，通 过 乡 村 振 兴 科 技 支 撑 行 动

切 实 解 决 牧 业 生 产 中 的 技 术 瓶 颈 ，有 力 促

进 畜 牧 业 产 业 向 着 高 质 量、高 效 益 方 向 发

展 ，是 落 实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重 要 举 措 和 工

作方向。”

背靠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
切实解决畜牧业生产中的技术瓶颈

今年 5 月 8 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

院正式启动“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部署，将

区域创新成果应用到区域重点产业中，不失为

一个符合区域实际的工作措施。在此背景下，

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建设的“乡村振兴科技支

撑行动”示范基地应运而生。

何云梅告诉记者：“肉牛产业已成为鄂托

克旗南部沙区畜牧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农

牧民对肉牛养殖业的思想认识也由传统经营

向科学养殖、规模发展、产业化经营方向转

变。为进一步促进农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调

整畜牧业产业结构，增加农牧民收入，我们最

终将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的科技引领示范

基地确定在了肉牛养殖产业中。”

良种牛及配套增产技术、草地肉牛产业化

开发与推广、牛羊胚胎移植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性控犊牛、克隆奶牛…….在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一代又一代处于产业前沿的实用技术

正在走向成熟。“我们要通过技术转移转化和

具体的技术落地，让更多的新技术走出院所，

融入到自治区现代化牧业的生产之中，鄂托克

旗示范基地所承担的职能也在于此。”内蒙古

农牧业科学院研究员王峰介绍说。

据了解，作为连接产业与科研单位和技术

团队的平台，示范基地将对内蒙古农牧业科学

院的技术进行转化示范，解决技术创新与产业

结合“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示范基地一方面引

进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自主培育的红安格斯

种牛作为父本品种，改良当地土种牛，培育优质

高档肉牛产业；另一方面引进内蒙古自治区农

牧业科学院的专家和技术，进行示范引领，带动

养殖户按照“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产

业发展战略，开展肉牛养殖，促进当地肉牛养殖

方式的转变，培育和壮大特色肉牛产业。

“我们的改良方向和目标是，肉牛改良以

引进安格斯牛为主，通过政策推动、技术服务

同群众意愿相结合，应用级进杂交技术提升优

质母牛比例；年引进安格斯种公牛 50头，安格

斯种母牛 500 头，年冷配 1500 头；力争在 2020

年，杂交改良覆盖率达到 80%，打造出具有饲

草资源优势、品种资源优势的肉牛产业带。”何

云梅说。

示范基地连接产学两端
传统养殖产业注入区域科技优势

据介绍，依托成熟的技术和优越的生产环

境，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乡村振兴科技支撑

行动”示范基地正式运行后，将会在改良肉牛

生长发育、提高个体销售价格方面凸显实效，

直接促进牧民增收；同时可以调动养殖户积极

开展品种改良，形成区域性规模化养殖格局，

加快区域特色经济格局的形成。

“随后，我们将推广标准化养殖技术，提升

养殖效率，促进产业升级，以专业化养殖、社会

化服务、市场化经营的产业发展构架建立现代

肉牛产业发展模式；围绕肉牛产业链形成分工

分业的产业组织，促进种植、养殖、加工同步发

展，生产、生态、生活协调发展，特色、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产业发展之路。”何云梅说。

王峰介绍说：“总体来看，我们的目标是通

过项目支持和基地平台，将研究成果进行转

化，通过发展产业和示范带动，促进乡村振兴

战略在自治区的发展。”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乡村振

兴科技支撑行动”的正式启动和各项工作的

开展，内蒙古将着力突破制约农牧业创新力的

“卡脖子”技术，强化新品种、新产品、新装备研

发和新技术新模式应用培育；按照精准对接需

求，建立一批科技支撑“一县一业”集聚发展的

典型，打造 1000 个科技支撑“一村（乡）一品”

产业强村（乡）的样板。同时加快培育农业科

技领军人才、农技推广高素质人才、新型职业

农民，着力强化人才支撑。

推广标准化养殖技术
加快地区特色经济格局形成

创新成果落地北疆草原创新成果落地北疆草原
内蒙古畜牧业走上绿色高效路内蒙古畜牧业走上绿色高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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