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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通讯

员 赵 博） 不久前，团市委、市
人社局共同举办了河南省第三届

“豫创天下”创新创业大赛漯河选
拔赛暨漯河市首届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获奖项目共获 28 万元的
创业奖励。这是我市共青团组织
围绕中心、服务青年，助力漯河
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探索和重要举
措，也是共青团“创出彩”青
年创新创业创优行动的有效载
体。

近年来，团市委积极响应市
委号召，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

势，团结带领全市广大青年踊跃
投身到创新创业创优的实践中，
努力当先锋、做表率、争一流，
全市青年创新创业渐入佳境。

抓组织建设、促作用发挥，
培养青年创新创业创优领头雁。
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吸纳 154 名青
年企业家为会员，并推选22名青
年企业家加入河南省青年企业家
协会。先后三次组织协会会员到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参观考察，积
极促进校企合作。举办青年创业
论坛、“创业大讲堂”专题讲座、

“我的中国梦”青年创业励志报告

会、青年创业项目解读会等活
动，为创业青年搭建解放思想、
传播理念的沟通交流平台。举办

“乡村振兴时代好 我回家乡来报
道”春雁行动暨返乡青年座谈
会，邀请30名青年企业家代表座
谈交流，激发他们回乡创业的热
情。

抓典型带动、促氛围营造，
引导青年投身创新创业创优主战
场。连续举办两届漯河市“十大
青年创业之星”评选活动，评选
出 20 名“十大青年创业之星”，
起到了“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

片”的作用。组织我市青年创业
典型在 4 所高校举办学习宣传贯
彻十九大精神暨“青春创出彩 青
年创未来”创业青年故事分享
会，带动、影响了一批有创业想
法的青年投入到创新创业的热潮
中。举办首届大学生创意集市活
动，吸引大专院校 193 件作品参
展，打造了漯河高校大学生创新
创业实践的重要平台。

抓教育培训、促技能提升，
增强青年创新创业创优真本领。
坚持开展青年创业培训工作，举
办“互联网+青年电商”培训

班，培训青年1280人，学员创业
就业成功率达97%。推荐230名青
年参与“阳光培训”及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项目，助力农村产业转
型、农民增收致富。开展青年岗
位能手评选、导师带徒、青年

“五小”竞赛等活动，提高青年岗
位技能。依托市青年联合会、市
青年企业家协会、青年文明号等
平台，建立23个见习基地，发布
1131个岗位。截至目前，有2000
多名青年见习，见习后自主创业
的有 300 多人，被见习单位录用
的有1200多人。

抓组织建设 抓典型带动 抓教育培训

全市青年创新创业渐入佳境

漯河微康益生菌生产项目位于郾城淞江产业集聚
区，总投资 12 亿元。目前，一号益生菌衍生物车间
已投产，二号益生菌粉生产车间正在试生产，三号
益生菌粉生产车间正在进行设备联调联试。项目全
面投产后，可年产益生菌粉 160 吨、衍生物 10000
吨、乳酸菌溶胞产物 200 吨，实现产值 8 亿元、税收
3200万元。图为技术人员正在三号益生菌粉生产车间
调试设备。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今年 4 月份以来，我市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
环境的部署要求，坚持“四个强
化”，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目前，改革进展顺
利，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效。

强化顶层设计。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后，市委、市政府快速反应，要
求各县区、市直有关部门认真组
织学习，开展业务研讨，为改革
做好充分准备。4 月中旬，市政
府组织有关部门业务人员赴浙江
宁波、湖州等地学习考察，吸取
试点地区先进的做法和经验。在
认真调研、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数易其稿，完成了实施方案

的起草工作。经过市政府常务会
议研究，确定了到 2019 年 8 月，
初步建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框架和信息数据平台，实现全市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88
个工作日内的改革目标，并要求
把漯河建设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事项最少、审批服务流程最优、
办事效率最高、群众最满意的城
市之一。

强化组织实施。成立了以市
长为组长，常务副市长、分管副

市长为副组长，有关部门和单位
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
组、政策法规组、规划工作组、
系统建设组四个专项工作组，
并从住建、发改、自然资源和
规划、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等 16 个部门抽调 40 余名业务骨
干组成工作专班。市政府常务
会议 3 次专题听取了改革推进情
况汇报，市长刘尚进 3 次作出重
要指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高喜东 7 次召开会议部署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副市长徐
汇川 8 次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
报 ， 研 究 解 决 存 在 的 突 出 问
题。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精 心 组
织、科学调度，充分调动各方面
力量，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市直
及驻漯相关单位和各县区在领导
小组统一领导下，服从工作大
局，切实履行责任，从而形成了
多层次的组织运行体系，有效地

凝聚了改革的合力。
强化责任落实。围绕改革目

标，明确责任分工，将工作任务
进行细化量化，确定了59项责任
事项，并逐一分解到相关单位。
集中出台了工作考核评价办法、
工作督查办法、牵头部门责任制
管理办法等文件，并通过组织人
员督导、发放督办通知等形式开
展督查，跟踪问效，有力地推动
了各责任单位担当作为、推进工
作。目前，分解量化到责任单位
的59项改革工作任务，除常态化
推进的 5 项外，有明确完成时限
的54项责任事项已完成43项、基
本完成 5 项、正在加紧推进的 6
项。七大类流程图的梳理再造全
部完成，全流程最长审批时限已
压缩至88天。（下转2版）

优化营商环境 坚持“四个强化”

我市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本报讯 （记者 谢晓龙） 8
月 28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尚进主持召开“三链同构”工
作座谈会，专题研究讨论 《坚
持“三链同构”着力打造完善
丰满的绿色食品产业生态的工
作部署》（以下简称 《工作部
署》）。市领导吕娜、杜广全、
余伟、田冠亭，漯河职业技术
学院院长王春阳参加会议。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 和市委、市政府

《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
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
见》，加快推动我市绿色食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办公室
在深入调研并充分征求各方面
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 《工作
部署》。座谈会上，刘尚进认真
听取了各县区、各功能区以及
双汇集团等四家企业和漯河食品
职业学院等单位就进一步丰富完
善《工作部署》内容、做好下一
步重点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

刘 尚 进 指 出 ， 研 究 制 订
《工作部署》，是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是落
实全国加快推进粮食产业经济
发展第三次现场经验交流会、
全省高效种养业和绿色食品业
转型升级推进会精神的具体行
动，也是落实市委七届九次全
会关于全面推进“四城同建”、
做大做强做优食品产业、打造
名副其实的中国食品名城部署
的现实需要，旨在通过做好顶
层设计，发挥引导作用，坚持
集群发展、延伸产业链，坚持
创新发展、提升价值链，坚持
融合发展、打造供应链，着力
培育食品机械、食品包装、食
品物流、食品检验检测等配套
产业和功能性食品、保健性食
品、医用食品、高端绿色食品
添加剂、宠物食品等高附加值
产业，打造食品产业研发基地、
产学研协作基地和三次产业融合
创新基地，并使之转化为有目
标、可操作、能落地、可考核
的路线图、任务书、责任状。

刘尚进强调，坚持“三链
同构”，着力打造完善丰满的绿
色食品产业生态，是一篇大有
可为的大文章。市政府办公室
要充分吸纳各方面的合理化建
议，在进一步充实完善后，力
争尽快印发实施。各县区、各
相关部门要结合 《工作部署》
和自身工作实际，及早深入研
究谋划具体落实举措，切实把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
彻落实为具体可行的工作思
路、重要抓手和发展成果，以
实际行动加快推动漯河绿色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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