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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昌报记者 蒋坤红
通讯员 胡经地 文/图

证照并联注销、优化公证服务、全
程免费代办、工程建设联合验收、一照
通办……今年，荣昌区继续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持续拓展“云上办”“零跑腿”
政务服务领域，切实用高质量服务和高
效率办事，换取群众及企业的满意度和
幸福感。

率先试点
“证照并联注销”一次办

“办理注销业务，从跑几个部门、多
个窗口，变成一窗受理，只填一套申请
表、提交一次材料。企业办事，真是越来
越方便了！”近日，荣昌区行政服务中心
企业办事大厅，某店负责人杨女士提交
相关材料后，半个小时就完成了营业执
照和食品经营许可注销。

“注销事项繁琐、耗时成为历史，得
益于荣昌在全市率先启动‘证照并联注
销’试点工作。”荣昌区政务管理办政务
管理科科长赵雯雯介绍。

为深入推进“一件事”套餐服务，在优
化开办企业服务的基础上，深化为企业全
生命周期服务，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关注的
注销难问题，荣昌在“证照并联注销”试点
工作中，将营业执照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食品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等8类相关许可或备案证的注销申请表
及告知承诺书进行整合，精简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人委托书等重复性材料，让申请人
办事更加规范标准、简便易懂、清晰明了。

市场主体申请注销营业执照（或领
取营业执照注销通知）时，只需填写基本
信息和少量需单独申报的内容，15个套
餐可实现证照并联简易注销，绝大多数
套餐可实现当日注销，以“最多跑一次”
的办事目标，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退出
机制，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化水平。

“上月底，区行政服务中心开发的
‘智慧政务’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正式投
用。市场主体可登录平台，通过‘渝快办’
线上提交申请，再用邮政快递将证照原
件寄至服务窗口（邮递费由区政务管理
办承担），实现足不出户完成‘证照并联
注销’手续办理。”赵雯雯介绍，上半年，荣
昌区成功办理“证照并联注销”240余户。

智慧政务
公证事务云上签

如今步入荣昌区行政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线上受理审批、群众足不出户办
理业务的镜头随处可见。

近日，市民陈女士与荣昌公证处的公
证员视频连线，进行委托公证签字确认。

陈女士系荣昌区安置对象，目前在江
苏工作。因安置房已建成，需要她到相关
登记机构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由于身处外
地不便回家，她便委托亲属代为签署有关
文件、文书，完成房屋产权有关手续办理。

当天下午 4点 20分，其亲属来到荣

昌区行政服务中心 3楼，与荣昌公证处
公证员说明情况后，公证员当即收集身
份证明、安置协议等材料，做好谈话笔
录、委托书、告知书等文书，与陈女士线
上视频联系，核实是否知悉情况、问询有
无异议等，当即完成了公证办理。

而这，仅是荣昌运用“公证签”线上
服务提升公证效率，着力优化公证服务
的一个缩影。

为破解疫情影响下群众公证之所急，
荣昌公证处先后依托微信平台推出“e公
证”小程序，实现120多项证照、事务类公
证事项“零跑腿”；结合大厅窗口办件和疫
情防控需要，推出“公证签”线上服务事项，
通过融合“线上+线下”公证服务，提升服
务效率，解决合同、协议签署不便的难题。

上半年，荣昌公证处已办结线上公
证220余件。

全程代办
小型低风险项目“零跑腿”

“大家来得早，是不是公司可以进入

下一阶段行政审批项目办理了？”7月27
日一大早，荣昌高新区行政审批科科长
傅梅与荣昌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政务管
理办工作人员一起来到重庆互邦实木家
具有限公司厂房建设现场，项目负责人
李万广熟络招呼起上门的“常客”。

“厂房预计8月底就能全面竣工。我
们可以着手办理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和
不动产权初始登记了。”傅梅说明来意
后，便与李万广等人落座电脑前，通过

“渝快办”，逐项上传相关资料，完成线
上办理。

“多亏有你们全程跟踪服务和指
导，不仅让企业办事不跑腿，还节省了
不少办事成本。企业实现当年签约、当
年建设、当年投产，极大保障了在荣投
资兴业者的利益！”李万广对荣昌优良
的营商环境和热情周到的政务服务赞
不绝口。

全程跟踪服务与指导，并不是重庆
互邦实木家具有限公司享受的专属福利。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荣昌区一
方面专门出台文件，要求明确专人为社
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提供和各阶
段手续办理、全过程精准输送服务，竭力
当好服务“保姆”，让数据和工作人员多
跑腿，构建起线下“一窗代办”、线上“一
网通办”的高效服务模式，换取企业办事
便捷度和满意度。

上半年，荣昌区为11个小型低风险
项目建设提供代办业务，办理全区所有
工程建设各类审批事项总计5388件次。

此外，荣昌区还相继创新推行“提前
施工备案制”“容缺后补”“告知承诺制”
及“多部门并联竣工验收”等政务服务，
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提速，至少为企业节
省办理时间25个工作日，着力简化办事
环节，助力企业稳定健康发展。

8月4日，九龙坡区九龙半岛，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贯通工程正
在加紧建设。该项目是长江文化
艺术湾区“两江四岸”55 公里岸线
治理提升中的一段，上游起点位于
渔秋浩码头，下游终点位于龙凤
寺，治理河道长度约 6.98 公里，防
洪标准为100年一遇。工程建设内
容包括防洪护岸、休憩步道、生态
修复及附属建筑物等相关项目。
目前，步道、消落带、当代艺术广场
等节点工程正有序施工。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摄

九龙半岛“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贯通工程加紧建设

□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近日，记者从西部（重庆）科学城获
悉，重庆高新区企业创新积分信息平台
已正式上线（下称“创新积分平台”）。今后，
创新积分平台将通过企业创新积分，精
准识别和有效发现“潜力股”科技企业，
助力科技企业快速成长。这也是全市首
个企业创新积分信息平台。

据了解，创新积分制是科技部火炬中
心推出的一项科技金融新型政策工具，以
企业创新能力量化评价为抓手，建立一座
科技和金融融通互信的桥梁，通过企业创
新积分精准识别和有效发现创新能力强、

成长潜力大的科技企业，主动为积分企业
增信授信，引导技术、资本、人才等各类创
新要素资源向企业集聚，充分激发微观
主体创新活力，助力科技企业快速成长。

自去年 11月被纳入科技部火炬中
心“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单位以来，重
庆高新区积极推进各项试点工作，创新
积分平台的正式上线，也标志着企业创
新积分制注册认证正式启动。

据悉，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
注册经营的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等纳入火炬统
计的企业，将作为首批试点企业开展先
行先试。试点企业相关负责人需在创新
积分平台进行注册登录，上传营业执照、
身份证及承诺授权书完成认证后，关联
企业数据并解锁全部用户功能权限。

“我们充分利用各部门已掌握的企业
创新数据，确定研发投入、研发产出、成长
经营、人才队伍、企业资质及创新成效、辅
助指标六大类共计30项指标，针对不同发
展阶段，将企业划为初创期、成长期、稳定期

三档，设置差异化赋分标准及评价体系。”
重庆高新区科技创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企业创新
积分制试点相关工作，丰富积分应用场
景，联合金融机构深入开展科技金融服
务，联合高校、科研机构持续赋能企业科
技创新，为科技企业提供一站式精准服
务，加速创新要素资源向企业集聚，提升
科学城科技创新集聚度、活跃度、开放
度、贡献度、辐射度。”重庆高新区科技创
新局该负责人说。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7月 28日下午 2点，梁平区碧山镇
龙桥村，室外温度高达38℃，热得人汗水
直流。

在村东头的 300亩水稻实验基地，
村党支部书记蒋丽英为新学员屈文胜讲
解完无人机操作要领后，从包里掏出一
个泛黄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一行文字：
8月 5日—8日，邀请市内的农机专家为
学员“充电”，提升学员农机操作水平。

记账，是蒋丽英的一个习惯，“好记
性不如烂笔头。”她边说边摊开账本，上
面的字迹工整，几乎没啥涂改，小到每天
工人的开支，大到几十万元的农机购置，
一笔笔种粮收支记得清清楚楚。

小小的一本账，体现着国家对粮食
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

“国家支持种粮的政策好。”蒋丽英
翻开账本的第8页递给记者，上面写着：

水稻，亩产1000斤左右，谷子价格稳定，
每亩每年有种粮大户补贴200多元。

顺着账单往下看，右下角记录了一
笔红色字体标注的开支：2016年 6月 3
日，购买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等农机，
支出25万元。

“这是种粮以来的第一笔大开销。”
当时蒋丽英心里就有谱，种地必须要靠
现代化的农机，驾着这些新“帮手”，蒋丽
英的一亩地能节约种植成本 200余元、
增产 200余公斤水稻。而在代耕代种
上，蒋丽英对每亩地收取10元钱的服务
费，大家觉得效果不错，找她购买服务的
村民越来越多。

订单增加后，一个新问题随之而来
——平坝插秧时间15天左右，一台四行
插秧机每天能插10余亩秧苗，六行插秧
机能插 20多亩，按万亩稻田计算，10台
插秧机需要工作 25天，不仅耽误农时，
黏土还容易陷机器。

该怎么解决？
“再投钱买更先进的设备呗。”蒋丽

英翻到第 19 页，账本是这样记录的：
2018年 4月 15日，花了 60多万元购买 4
台无人机及4台拖拉机等，开展飞防服务。
旁边又用红色圆珠笔写下了20万（补）几
个字。

“这是国家对农机购置的补贴。”蒋
丽英解释，近年来农机购置的范围不断
扩大，比例不断提高，算上补贴自己实际
只掏了40多万元。

账本里不但有收支，也有效率的对
比：“无人机作业，效率是插秧机的 20
倍，是传统人工栽秧的 300倍。”她看着
自己写下的文字说，这是买来“大铁牛”
后的真实感受。有了这些装备的加持，
蒋丽英 2019年开展了水稻直播种植示
范，对播种、植保、锄草等整个管理环节
作全程记录。由于机械化水平高，管理
精细，合作社开展的社会化服务还被纳

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首批 20个全国农
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成为重庆唯一
入选案例。

蒋丽英的名气越来越大，找她合作
的人越来越多。2021年 4月 26日，蒋丽
英的账本多了一笔不一样的支出：投资
近百万元和梁平职教中心联合培养现代
化农机手。学校出设备，她的水稻基地
成为学生的实训基地。

一年过去，已有 170名学生拿到农
机操作资格证，吸纳50多名机手成为合
作社的固定机手，每年在全国开展水稻
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30万亩。由于种粮
贡献突出，去年，蒋丽英当选为龙桥村支
部书记，今年 7月又被评为第二届重庆
乡村振兴十大年度人物。

采访结束时，蒋丽英在本子上又写
下了一笔新账单：计划再花一笔钱，开展
机手培训和比武，带领他们到南非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社会化服务。

□ 渝西都市报记者 肖必胜

8月2日，记者在永川区侨立水务第二水厂成水车
间看到，浊度监测仪将监测数据实时传输到永川区城
市管理局供节水办主任张哲伟手机上，他可以随时随
地远程在线监测到全区城市生活饮用水的质量，并及
时反馈水质监测报告，侨立水务根据反馈意见调整水
质各项指标。这标志着永川率先在重庆市实现城区生
活饮用水质远程在线监测。

据张哲伟介绍，今年侨立水务投入巨资，更新了检
测技术装备，开通了远程在线水质监测系统，直达手机
终端，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输出城区生活饮用水，既提高
了水质监测效率，又保证了饮用水按标准化生产，提升
了城区生活饮用水质量。

当日 9时 16分，记者在永川二水厂出厂水质量
控制标准表上看到，国标出厂水水质浊度为≤
0.8NTU，而当时出厂水水质浊度为 0.24NTU，明显
优于国家标准。随后，记者在原水锰离子在线监
测仪和耗氧量在线监测仪上看到，张哲伟也能通
过远程在线监测，看到高锰酸钾是否按国标添加
比例添加，城区生活饮用水是否实行标准化生
产。记者连线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节水处专家并
得到答复，永川确系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城区生活
饮用水质远程在线监测，保证了监管部门对水质
的实时监测。

□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大喜村公路为什么还剩 400米一直未完工？是
因为资金拨付问题，还是存在干部作风问题？”近日，彭
水县纪委监委负责人带队到桑柘镇蹲点督导乡村振兴
工作，将监督“探头”架到基层一线，深入了解乡村振兴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今年 6月以来，彭水县纪委监委机关、县委组织
部、县乡村振兴局联合组成6个专项督查组，采取听取
汇报、查阅资料、访谈交流和入户核查等方式，聚焦工
程项目建设、住房安全、饮水安全、撂荒地复耕、群众满
意度、干部纪律作风等 11个方面的情况开展督查检
查，督促问题整改。

据悉，本次专项监督重点关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政策落实、问题整改
等情况。督查以来，督查组发挥统筹谋划、沟通协调、
监督检查、推动落实、汇总通报等职责，加强与职能部
门协作配合，督促被监督单位把问题解决好，切实做到
立查立改立见效，以监督检查实效确保全县党员干部
在乡村振兴工作中作风正、作风实、作风硬。截至目
前，监督检查发现共性问题11类，个性问题112条（不
包括共性问题），点对点反馈到所涉及乡镇，同时将跟
进监督确保问题整改落实。

□ 酉阳报记者 李敏

近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酉阳
团）大宗蔬菜组到酉阳县开展蔬菜产业技术帮扶服务，
为涂市镇鱼腥草（折耳根）基地、腴地乡蔬菜种植基地、
龙潭镇渤海村蔬菜种植基地等“把脉问诊”，助力蔬菜
产业发展。

当天，专家们来到涂市镇地灵村，现场了解鱼腥草
生长情况，并对种植中遇到的根腐病、白绢病等进行诊
断。专家指出，除了喷施有效药剂外，还可采取深沟高
厢栽培方式，增施有机肥改变土壤通透性和土壤结构，
并在每季采收后进行深翻炕土等进行预防。

科技特派团还前往腴地乡蔬菜种植基地，开展蔬
菜（白菜、甘蓝）育苗、移栽、大田管理技术指导。随后
前往麻旺镇平桥村蔬菜基地开展茄子、丝瓜、辣椒等蔬
菜田间管理技术指导。

据了解，此次科技特派团共由 1名顾问和 35名专
家组成，下设10个产业组，主要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品
种技术引进推广、技术瓶颈集中攻关、本土人才培养帮
带、农业产业功能拓展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8月1日，在黔江区濯水景区蒲花暗河景点，游客
乘船穿越被称为“地心”的暗河。黔江区濯水景区蒲花
暗河长约2公里，河面最窄处5米，由暗河、溶洞、峡谷
和 3 座水上天生桥组成，暗河内气温全年保持恒温
22℃，被称为“地心”，成为人们纳凉的好去处。

武陵都市报首席记者 杨敏 摄

审批“不打烊”服务“零跑腿”
荣昌区用高质量、高效率换取群众满意度、幸福感

全市首个企业创新积分信息平台上线

“田保姆”小账本里的大粮仓

永川

城区生活饮用水质
实现远程在线监测

彭水

开展“蹲点式”督导乡村振兴

酉阳

国家科技特派团
为蔬菜产业“把脉问诊”

黔江

穿越“地心”觅清凉

工作人员上门指导企业办理审批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