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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安丘讯 （记者任
治安 通讯员刘久平）“自助操
作，立等拿证，真是分分钟变总经
理！”10月25日，安丘市新安街道
市民朱国亮，来到安丘市政务服务
中心24小时服务区，用一台机器自
助操作，约5分钟即完成开办公司
手续，拿到了营业执照，“秒批”
体验让朱国亮喜于言表。

朱国亮所用的机器，是安丘市
于10月16日启用的企业开办智能审
批系统，以全天候“秒批”代替常规
一天审批，再次突破企业开办审批
极限，大大提升了行政审批效能。

“这个是全省首创。”安丘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科科长王
海舰介绍，近年来，安丘市通过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大改革，
实现流程再造和标准化，商事登记
速度已经大幅提速，营业执照办证
时间从原来的 3天缩短到当场办

理，当天拿证。而随着商事登记制
度改革不断推进，各类优化营商环
境措施不断出台，民营经济更加活
跃。激增的经营主体申请量使得登
记窗口始终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
长时间的窗口排队等候给申请人带
来不便。为此，安丘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与多
个政府部门的权威数据进行实时校
验、多维度比对，软件开发磨合，
成功运行该智能审批系统。系统通
过人脸对比、实名认证、自主填报
登记信息、系统自动审核，即可打
印出营业执照，无须预约、排队、
提交纸质材料。目前，该系统可实
现13大类、2000多种事项经营范围
的个人独资企业、一人有限公司等
市场主体智能化“秒批”。

安丘市委改革办负责人辛学平
介绍，安丘市委把制度创新、流程再
造作为“一把手”工程，书记、市长挂

帅推动，分管领导牵头落实，聚焦阻
碍发展的难点、群众反映的痛点、影
响市场活力的堵点，刀刃向内、自我
革命，努力打造手续最简、成本最
低、效率最高的办事流程。安丘市行
政审批局以“一次办好”改革为抓
手，探索开办企业智能化“秒批”、投
资项目“无审批”“一证多码”等审批
服务改革项目，让企业和群众真正
享受到了改革红利。

“我们一直努力对标营商环境
全国最高水平，秉承向信息化建设
要效率要速度的理念，精简企业登
记申请材料，简化环节、优化流
程、强化部门协同，总结评估智能
审批试点工作成效后，将对该系统
终端逐步向各镇街和人流密集区域
推广，使市场主体办照能够‘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最大程度利企便民。”安丘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局长唐永萍介绍。

全省首创，安丘自助商事登记智能化“秒批”
该系统可自动审批13大类2000多种事项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刘
真真）11月1日，为期3天的2019中
国·济南（莱芜）生姜文化节暨第
七届姜产业博览会在莱芜会展中心
开幕。此次博览会由中国食品土畜
进出口商会、中国园艺学会葱姜蒜
分会主办。

本届姜博会既有大姜深加工产
品展览，又有大姜收获机展览。莱
芜区幸福家庭农场的农场主高玉禄
也参加了本届姜博会。作为一名返
乡创业的85后青年农民，高玉禄
说：“我家世代种姜，我之所以返
乡创业就是因为看好大姜深加工产
品。”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农场
的醋泡姜芽、醋泡大蒜特别受青
睐，现场签单不断。

本届姜博会以产业为根，以
文化为魂，集中展示以莱芜生姜

为主的“三辣一麻”“三黑一
花”“三红一白”特色农业、品
牌农业、精致农业发展成果，共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 0 0余家参展
商、合作客商、签约客商前来展
示产品、对接洽谈，博览会共布
置展位120余个，总参会人员规模
达4000余人次。

全球生姜看中国，中国生姜看
莱芜。作为中国生姜之乡，莱芜生
姜种植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汉代时已有人大量在汶河两岸种
植，“汶水两岸飘姜香”成为美
谈。作为国内以生姜产业为主题的
品牌展会，莱芜姜博会将全方位地
展示生姜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本
届姜博会共签约项目协议、订单24

个，项目协议总签约额73 . 9亿元，
订单签约额8 . 47亿元。

“今天刚往济宁发了200只小猪
佩奇的布艺玩具，这是半个月前的
订单。现在很多订单不敢接，怕到
时候交不齐货。”巨野县石头寨工
艺品公司总经理王希成说。创业半
年来，他遇到的难题不是工艺品没
销路，而是人手不足，制作速度往
往不能满足订单需求。

王希成原来是山东电力工程公
司的一名职工，去年退休以后，回
到老家巨野县核桃园镇前王庄村。
“回来后不能闲着，多少得为老少
爷们办点事儿，给村里发展添把力
吧。”

经过几个月的考虑，王希成把

目光投向了传统布艺手工艺品上。
他说，以前农村农闲的时候，妇女
们都会给小孩做虎头鞋、虎头帽、
肚兜、荷包、绣球等。他感觉到，
现在50岁以下的几乎没人会做了，
过些年，这些手艺就可能失传了。

“之前我和老伴也去过很多景
点旅游，看到那些有地域特色的手
工艺品销路很好。”王希成所在的
前王庄村，2016年被命名为国家级
古村落，村里保持的百年以上的石
头房子有100多处。目前，村里的民
宿已经对外营业，游客越来越多。
“到目前为止，村里还没有自己的
特色旅游产品。我成立工艺品公

司，既能传承老手艺，又能增加村
民收入。”王希成的想法得到了村
干部们的支持。今年春天起，他重
新装修家里闲置了10多年的老房子
办厂，听说村里的工艺品公司招
工，有三四十人来报名。“以前都
是给孩子缝缝当玩具，压根没想到
卖钱。”58岁的村民孙巧云说。

虽然对老手艺很执着，但王希
成毕竟是门外汉。起步阶段，为了
买到合适的布料、彩线，他开车带
着村里几名手艺好的妇女，到周边
三四个县区的市场采购。有时候，
为了买齐不同粗细的金线，得转好
几个市场。

今年7月，公司正式成立。由
于是纯手工缝制，一件产品能卖一
二百元，尽管价格不低，但仍供不
应求。有时候，公司不得不舍弃一
些订单。“一个小荷包，纯手工得
缝三天。如果用机器，尽管速度
快，但就不是那个老味道了。”王
希成说。历史上，鲁西南一带鲁锦
非常有名。目前，公司正在维修从
农户家中收集来的老式纺车、织布
机，下一步准备加工老粗布，并增加
游客体验环节。随着工艺品公司的
落户，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就业门
路。“既可以在工作室缝，也可以拿
回家去。到点就能回家做饭，不耽误

照顾家里的老人。”孙巧云说。
明年春节前后，王希成准备招

收一部分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让他
们边学习，边制作，让更多年轻人
掌握这些传统技艺。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 伟
通讯员 姜 明 满常学

退休老职工回家乡办起手工艺品加工车间

古村“老手艺”小猪佩奇订单频频

汶水两岸姜飘香

第七届姜博会莱芜开幕

密了(麦）穗子小，
秆软容易倒。

稀了穗头少，
产量就难保。

农村大众报聊城讯 （记者戎
宁 通讯员孟昭福 王忠友）11月
1日，为期三天的第十三届中国江

北水城·运河古都（聊城）葫芦文
化艺术节在聊城水上古城开幕，来
自全国各地的2100多家商户参展。

葫芦文化艺术节上，有天鹅造
型的范制葫芦、刻画细腻的针刺葫
芦、小如纽扣的文玩葫芦、两米多
高的油锤葫芦……艺术节还举办了
葫芦节开幕式、精品葫芦展等文旅
活动。据了解，东昌府区葫芦种植
面积约1 . 1万亩，加工量占全国的
75%，年综合效益10 . 2亿元。

东昌府区举办第十三届葫芦文化艺术节

葫芦小如纽扣，大如油锤

朱国亮在自助智能审批系统上当场拿到了营业执照。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