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印发方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明确重点任务分工

省级行政许可事项明年公布新清单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大力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信息
数据开放共享，简化优化企业注销业务流
程……12月7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贯彻
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分工方案》，进一步深
化我省“一次办好”改革，以更有力举措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

进一步减少社会资本市场

准入限制

实现“一次办好”，精简行政权力存

量是首要任务。《方案》要求，2019年3
月底前对现有省级行政许可事项进行一次
全面清理论证，再推动取消部分行政许可
事项。2019年6月底前，修订公布省级新
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清单外许可事项一
律视作违规审批。

省政府审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明
年，我省将组织清理各类变相审批和许
可，对以备案、登记、注册、目录、年
检、监制、认定、认证、专项计划等形式
变相设置审批的违规行为进行整治。

进一步减少社会资本市场准入限制。
尽快在民航、铁路、公路、油气、电信等
领域，落实一批高质量的项目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同时，组织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
整治，消除在招投标过程中对不同所有制
企业设置的各类不合理限制和壁垒，赋予
社会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发包自
主权。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方面，在全省范围
内对第一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逐一制定出台直接取
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或
优化准入服务的具体办法和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的措施，并按时向社会公开。

对企业反映的“注销难”问题，我省
将简化优化注销业务流程，对没有拖欠社
会保险费用且不存在职工参保关系的企

业，探索同步进行社会保险登记注销。同
时，开展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试点，进
一步放宽简易注销登记适用范围，增加非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分支机
构等企业类型。

实现各类投资审批在线并

联办理

优化投资项目审批，一直是放管服改
革的“重头戏”。根据《方案》，2019年开展投
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实现政府定标准、企业
作承诺、过程强监管、失信有惩戒，大幅压
缩投资项目落地时间。 （下转第二版）

□记 者 张海峰
通讯员 李丽峰 报道

本报禹城讯 近日，在与中建八局二公
司签订装配式构件供应合同后，三一重工禹
城项目负责人沈拥军难掩兴奋：这个大单，已
预定了企业一年半的产能。

三一重工禹城项目去年11月签约落地，
是该集团在山东建设进度最快的装配式建筑
项目，今年10月底试生产，一期工程12月份正
式投产，预计年销售收入3亿元。

“市场机遇稍纵即逝，早一个月投产晚一
个月投产大不一样。”沈拥军告诉记者，装配
式建筑是众多资本看好的新兴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抓住“窗口期”取得“开门红”，未来集
团也会将更多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放在这里。

企业有如此的底气和信心，当地提供的
务实高效服务可谓“幕后功臣”。

由六家基金公司投资的黑石新能源装备
产业园在考察全国50余地后，今年6月选择落
户德州高新区（禹城）。其龙头企业松果新能
源汽车项目企业将于明年4月投产，当年即可
形成4万台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来自韩国、
中东、欧洲等地的订单几乎已排满一整年。

松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海燕
感受颇深。项目筹建期间，推进会每天一次，
从土地指标和配套产业基金的落实，到外籍
工程师的居留证办理，禹城市主要负责同志
和各部门全力靠上逐项解决。目前该产业园
已有24家配套企业注册落户，一个以新能源、
新材料为主导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百亿级绿
色新型园区正迅速崛起。

今年以来，禹城大项目纷纷落地，每一个
都成立专门工作推进组，用好“一次办好”改
革成果解决实际问题，建立督查台账明确完
成时限和责任人，日督查、周调度，推动了项
目迅速投产达效。

“政府有为的手拉住企业家勤劳的手共
同发力，项目跑出加速度，才能牢牢牵住瞬息
万变的市场无形的手，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德州市政府党组成
员、禹城市委书记张安民表示。

截至今年11月份，全市共推进280个各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3 . 96亿
元，完成年度任务的136 . 7%。

在“双招双引”和服务高质量发展中，禹城市旗帜鲜明体现“让有为
者有位、让优秀者优先、让实干者实惠、为担当者担当”的导向，优秀干
部放到一线锻炼，表彰26名“担当作为好干部”和40个“干事创业好团
队”，出台《干部正向激励实施办法》《干部干事创业容错纠错防错办法》
等，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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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子如歌岁月，六十载春华秋实。广西，始终是

党中央心之所牵、情之所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西各项事业

蓬勃发展，5600多万各族人民携手奋进，一个繁荣、富

裕、开放、进步的新广西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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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桂大地起春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心广西发展纪实

□ 本报记者 赵 丰

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我省出台了很
多好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地情况如何？与企
业需求是否还有差距？近日，记者采访了省
内一家信息科技公司。这家企业为众多创
业公司提供财税、注册等专门服务，直接接
触这些初创公司的需求和困惑。

该公司CEO苏先生告诉记者，随着我
省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在前台服务窗口
办理企业注册等业务已经非常便利，没有
遇到什么问题。不过，在后台扶持政策的效
率与精准对接方面，他认为现在还存在着

“信息差”，很多政策类似“抽屉政策”：出台
的政策放在网站上，等企业自己来查。

因为工作关系，他经常查询政府部门
网站了解政策信息，但有些企业和创业者
并不擅长自己去获取信息，以至政策出台

后，企业不知道，也不去查，就这样错过了。
比如，为推动大众创业，我省各地对创

业者进行一次性创业补贴，并不断提高补
贴标准，最高的地市补贴达到2 . 4万元。这
一补贴的申请是需要条件的，比如要求首
次领取小微企业营业执照、正常经营并在
创办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满一定时
间。

“有些创业者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政
策及具体要求，社保没在单位交，就享受不
到这个政策。我身边很多创业者，拿到这个
政策补贴的不多。”苏先生说。

他认为，不少初创公司信息相对闭塞，
需要在创业者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对他们进
行政策宣传辅导，而且要讲解透。

“此外，个别政策发布得很突然，等看
到时申请时间也快到了，企业很难按要求
准备齐全申请材料。还有一些补贴，申请后

可能几个月没有消息，达不到及时帮扶的
目的。”苏先生说。

他举例说，我省某设区市发布《关于申
报小微企业2018年度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
范企业及知识产权贯标认证资助的通知》，
这项资助政策对当年通过国家知识产权管
理规范标准认证的企事业单位给予最高10
万元的补贴，其他认证的资助更多。按说，
这样的好政策如果得到落实，会对实际工
作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

但政策的发布方式却值得探讨：这项
政策在官方网站的发布时间为11月20日11
时24分，而规定的受理申报时间为“11月
20日至11月22日”。就是说，从发布政策
到受理申报时间不到3天，而且“逾期不
予受理”。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记者以“地市名+
知识产权贯标”为关键词搜索省内各地的

相关通知，仅个别设区市能快速搜索到官
方的权威信息。

不到3天的受理申报时间，或许有效率
的考虑，但如何在政策范围内对服务对象
产生效果，真正对接企业需求是更重要、更
需考虑的问题。

“在南方办企业的朋友说，南方出台政
策会提前知会企业，包括申请时间、必备材
料等。政策发出来后，符合条件的企业很快
就能完成申报。其实，像这种支持政策，应
该常态化，随办随补。”苏先生说。

青岛市的做法也值得借鉴。2018年青
岛市贯标认证企业奖励申报按季度组织，
通知在3月26日发出，第一季度申报奖励
的企业于3月30日前提交申报材料，并明
确告知其他三个季度企业提交申报材料的
时间。

（下转第二版）

好政策咋成了“抽屉政策”

□ 本报记者 董 卿 从春龙

近日，万华化学发布公告，将投资168
亿元建设“聚氨酯产业链一体化——— 乙
烯项目”。这是万华烟台工业园二期项目
的一个重头戏，引起资本市场高度关注。

“乙烯项目已获得省发展改革委批

复，正在顺利推进中，估计2020年底能够
建成。”万华化学董事长兼总裁廖增太信
心满满，二期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烟台
工业园年产值有望突破千亿大关。

万华的底气何来？
“与其说是一家化工企业，万华化学

其实更是一家以技术创新见长的高科技
企业，我们一直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
第一核心竞争力来培育。”廖增太直言。

从最初为“解决老百姓穿鞋问题”的
合成革厂，到今天全球产能最大、最具综
合竞争力的MDI制造商，全球产业链最

完整的ADI制造商，中国唯一一家拥有
MDI制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万
华成功的根本就是技术创新。

然而，自主创新之路充满艰辛。
1978年，公司成立之初，从日本引进

老旧设备，日方在转让合同中苛刻约定：
只转让生产许可证，十年之内不能在国
际市场销售产品，万华没有得到任何核
心技术。万华的一个领导到一家跨国公
司去考察交流，只是想看看他们装置的
近景，刚往前走了两步，马上就被制止。

四处碰壁后，万华决心走上自主研

发道路。经过无数日夜的艰苦攻关，终
于在本世纪初掌握了国际先进水平的
MDI制造技术，使中国成为继德国、美
国和日本之后的第四个掌握MDI制造技
术的国家。

依靠自主研发，公司迅速做大做强，
这与公司重视优秀人才密不可分。廖增
太清晰记得公司第一次拿出92万元重奖
优秀科技人员的情形：有一位副总工程
师领到了21万元，当他把奖金拿回家时，
这位副总工程师的爱人吓懵了。

（下转第二版）

5年研发投入超35亿元
与其说是化工企业，万华化学更是一家以技术创新见长的高科技企业

□ 本 报 记 者 徐永国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于 佳

入冬后的黄河三角洲，植被早已褪
去绿色披上冬装。远远望去，黄河犹如
一条金色绸缎，向东奔腾入海。

从黄河漫流到河流稳定，从盐碱滩
涂到绿色湿地，改革开放40年来，稳定
的黄河流路为黄河三角洲开发奠定了基
础。

2018年10月，在阿联酋迪拜召开的
《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上，
中国6座城市荣获全球首批“国际湿地
城市”称号，东营市获此殊荣。

来自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100

多个自然保护组织的与会代表大概不会
想到，40多年前的这里是一幅什么景
象。黄河在尾闾任性地决口、摆动、改
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是真实写
照。

1983年成立的东营市，面临的第一
个难题是，无处落脚——— 黄河频繁摆
尾，东营该在哪里建城？

油田开发也面临困扰。上世纪60年
代，在黄河摆动最频繁最剧烈的河口地
区发现石油，这里成为全国第二大油
田——— 胜利油田主产区，但不稳定的流
路变迁成为油田开发的重要制约因素。

黄河现有清水沟流路是1976年胜利
油田在罗家屋子成功截流，黄河第一次
按照人的意愿从刁口河改道而来的。人
为干预，帮助黄河选择了一条“回家”
的路，可如何才能让这条流路稳定下
去，不再对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和地区发
展造成影响？

黄河漫流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泥沙
淤积导致河床抬高，河水无法顺利入
海，从而引发河道摆动和改道。

“想要保持河口畅通，就要让黄河
从海动力最强的点入海。”回忆起当年
的治黄经验，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殿
魁侃侃而谈。他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先后担任过东营市市长、市委书记，与
黄河结缘，从此把余生精力投入到黄河
治理与研究中。

李殿魁是搞工程技术出身，在他的
倡导并直接参与下，稳定黄河入海流路
的研究和实践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在研
究海洋动力时，人们发现，渤海湾有两
股潮流分别从不同方向来到河口地区，
两个方向来的海流在这里反复上下摇摆
冲刷，形成了一个动力最强的点，即无
潮点。

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调研后，东营
市、胜利油田、黄河河务部门等联合起

来，把海动力科研成果引用到黄河河道
治理，于1988年全面启动黄河口治理试
验工程。

为稳定现行流路，他们在河道开展
“截支强干、工程导流、疏浚破门、巧
用潮汐、定向入海”等一系列治理措
施，还专门制造多艘疏浚船，把油田用
于生产的高压水泵喷头装到船底，通过
高压水把河底泥沙搅动起来，再利用潮
汐作用把泥沙带走，把河道清理干净。

黄河现有流路已经稳定行水42年。
“固住河口是一大创举，山东解决了黄
河口稳定问题是了不起的。”有专家如
此评价。

《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
的主题是“湿地，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因水而建，与水相融。如今的黄
河三角洲，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黄河漫
流、洪水肆虐的盐碱荒滩，

（下转第二版）

科技治黄稳定黄河入海流路，黄河三角洲面貌日新月异

盐碱荒滩变身和谐绿洲

嫦娥四号开启人类首次

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之旅
◆两个“首次”———

这将是人类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

次实现地月L2点中继星对地对月的测控、数据传输中继

◆天然优势———

嫦娥四号即将降落的月球背面，对于不少科学研究来说

具有天然的优势。月背非常“干净”，可屏蔽地球无线电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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