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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 改 革 释 放 发 展 活 力
根据我省加快开发区改革发展的

总体部署，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启
动用人制度、投融资体制、行政审批等
改革工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改革释
放发展活力，目前，开发区聚集近千家
企业，其中，外资企业167家，高新技术
企业48家，世界500强企业21家。

深入推进用人制度改革
——推行大部制、聘任制、

双轨制，制定“1+5”绩效考核体
系及配套办法

管理体制机制去行政化、去机关
化，推行大部制，构建起大招商、大服
务、大建设的架构，所属机构消减三分
之一，仅保留 17 个部门，内设机构消
减三分之二，领导岗位减少60%。推行
聘任制，打破旧框框，双向选择、择优
聘用。推行双轨制，实现编内任职与岗
位聘职、档案工资与实际薪酬、人事档
案管理与合同聘用管理“三分离”。

在考核体系建立完善上，结合实
际制定了“1+5”绩效考核体系及配套

办法，通过细化业绩考核分值，设置相
应绩效指标难度系数，适度倾斜优秀
指标，激励承担难点工作的部门（单
位）主动作为、挑战困难、推动工作。在
考核过程中，围绕省市下达的工作任
务和重点工作，科学确定指标权重，综
合考察工作成绩。推行痕迹化管理，对
班子成员和普通工作人员，一季一考
核，每月一评价，比一比、晒一晒，定期
张榜公布。在考核结果运用上，与绩效
工资、考核等次、岗位聘用“三挂钩”，
同层级人员绩效工资差额达到 15%。
在气代煤等重点工作中，对推进落实
快、完成任务好的给予加分，反之进行
扣分。今年以来，已有 3 个部门负责人
被约谈，4 名工作人员被通报，考核成
为对标先进的卡尺，鞭策落后的戒尺。

做实做强投融资平台
——组建开发区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设立廊坊开发区产业
创新发展投资基金

通过组建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做实投融资平台，采取公开选聘
的形式，在干部职工中选拔 1 名副处
级干部、3 名科级干部，由本人办理
辞职手续后，充实到平台公司担任领
导职务，同时面向社会招聘 21 名企
业管理人员。将基础设施建设、PPP
项目、园区开发、科技融资等更多职
责交由公司承担，实现实体化运作。
目前，已分设了创业投资、华云大数
据、创实孵化器、VR 发展、国有资
产管理5个子公司。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
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设立廊坊开
发区产业创新发展投资基金。以财政
全资投入的产业创投基金为母基金，
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 1 支产业投资子
基金、2 支创业投资子基金，总体规模
达到 10 亿元。今后将根据产业发展需
求新设立若干支子基金，力争用三年
时间达到50亿元以上。

研究出台促进现代服务业 30 条、
高层次人才20条、双创10条为核心的
率先突破性政策体系，制定出台推进
企业挂牌上市的奖励措施。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减少 8 项审批事项，减

少 审 批 工 作 人 员 51 人 ，压 缩
77.3%，审批效率提高58%

成立行政审批局，13 个部门 68 项
审批事项全部划转，减少 8 项审批事
项 ，减 少 审 批 工 作 人 员 51 人 ，压 缩
77.3%，审批效率提高 58%，实现了一
枚印章管审批、一个中心全覆盖。

——优化审批流程。按照经济、建
设和社会服务 3 类业务板块，再造审
批流程，合理设置 7 个服务窗口，打造
流水线审批模式。

——建立绿色通道。推行一张跟
踪卡、一个台账本痕迹化管理，弹好洽
谈、入区、落地三部曲，推行全程代办，
开辟绿色通道。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
升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实行网上预
审、远程办公，与华为公司合作，加快
建设开发区政务云、企业云，打造创新
型智慧政务服务平台。 （王成果）

今年以来，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
区锐意创新、破冰攻坚，各项改革取得
了实质进展。今年 5 月，开发区以总分
第一的优异成绩，成功入选“河北省
2017 年综合示范试点开发区”，获得
省财政1亿元专项资金支持。

优化行政审批改革，实现“一枚印
章管审批”。作为我省行政审批改革试
点之一，按照“一枚印章管审批、一个
中心全覆盖”的运行要求，开发区挂牌
成立行政审批局，设立了行政审批大
厅，并在6月21日投入运行，目前除国
土、规划、质检、教育等部门外，承接了

藁城区工商、发改、安监、环保、住建等
17 个部门下放的审批权限 112 项，实
现了传统的多头审批向相对集中审批
的转变。

优化投融资平台建设，加快投融资
机制改革。按照省市加快开发区改革发
展的要求，全力推进投融资平台建设，
形成了“管委会+开发公司+创投公司”
运营模式，吸引专业管理机构参与开发
区投资运营，规划建设提升区内道路、
绿化等基础设施。目前，为解决开发区
基础配套提升资金问题，由开发公司作
为项目承接主体，与多家金融机构正在

对接，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引入社会资
本参与开发区建设发展。

优化机构编制改革，推行大部门
体制。按照省市关于开发区机构编制
改革意见要求，在机构设置上，本着
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按照党政
服务管理、经济服务管理、社会服务
管理、公共服务管理四大模块设计，
厘清、归并管理职能，精简工委、管
委所属机构，大幅度撤销部门内设科
室，实现机构设置精简优化。改革
后，内设机构由原来的 10 个部门减
少为 6 个部门，内设机构减少了五分

之二。在管理体制上，建立了“部门
领导+主办负责制”的扁平化运行管
理机制，实现了传统机构设置向“大
部门制”转变。

优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锻造活
力激情团队。按照省市关于开发区人
事薪酬制度改革意见要求，加快推进
开发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参照
先进开发区改革的经验做法，结合开
发区实际，经过多轮研究讨论，先后制
定完善人事制度、薪酬体系、机构设
置、考核办法等一系列人事薪酬制度
改革方案，并获上级批复。今年 4 月
份，已完成全员聘任制改革并按照新
的薪酬考核制度执行绩效工资。

优化招商体制机制改革，组建专
业招商团队。开发区本着“人才强区”
发展理念，全力推进招商体制改革，积
极与专业招商机构和平台进行对接，
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向市场化方式转
变，建立“招商部门+专业招商队伍”的
新模式。 （王成果）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各项改革破冰攻坚

在推进开发区改革中，衡水工业新区坚持打破身份障碍、
年龄局限、区域限制，从部门正职到一般人员，实行全员聘任，
双向选择、择优竞聘，给所有人员搭建公平竞争、展示才能的
舞台，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机会。

打破身份障碍。按照“老人身份档案化、新人身份合同
化”原则，所有人员身份级别档案化封存，打破行政、事业、企
业、干部、工人不同身份，打破正式人员、临时人员、借调、劳务
派遣不同类型（临时人员、劳务派遣人员需经领导小组批准），
一视同仁，同台竞聘，一批受限于身份的优秀人员走上了部
门、科室负责岗位。其中，部门副职中有 8 人打破原身份竞聘
成功，占全部副职人员的19%。

打破年龄局限。不再把年龄、资历作为干部晋升、重
用的主要考核标准，让更多的年轻干部走到“舞台中央”，
尽快挑起推动工业新区跨越发展的大梁。通过此次改革，
工业新区干部队伍更加年轻化，年龄结构更加合理。部门
正职中，40 岁以下 4 人，占全部正职人员的 20%；部门副
职中，35 岁以下 12 人，占全部副职人员的 27%，其中 90
后副职 2 名；科室正职中，30 岁以下 15 人，占全部科室正
职人员的 12.2%。

打破区域界限。面向全市招贤纳士，公开招聘招商部门
正职。此次竞聘中，新区外共有 6 人报名，经资格初审、实绩
考察、初步面试等程序，最终 3 人参加了公开竞聘演讲答辩。
同时，根据新区特殊人才需求，从其他县市区引进优秀人才
8 人，并建立区外优秀人才引进规则和程序。 （程 成）

衡水工业新区

坚持“三个打破”
公开竞聘优中选优

【改革动态】

位于宁晋经济开发区的晶龙集团宁晋基地员工在光
伏电池生产车间作业。

宁晋经济开发区坚持科学规划、高位设计，高新技术
企业发展迅猛，产业链条完整，形成了太阳能光伏、盐化
工、生物制药、高端装备制造、现代物流业五大产业齐头
并进的产业发展格局。 赵永辉摄

华北油田
志愿者代莹捐髓救人

本报讯（记者
张淑会）8月7日上
午，经过3个多小时
的采集，华北油田

志愿者代莹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成功为河南
一名血液病患者捐献了186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液。
据悉，代莹是我省第339例成功捐髓的志愿者。

1972 年出生的代莹是华北油田华盛综合服
务处的一名职工。2012年7月1日，她正式加入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队伍。“那一年，母亲的去
世，让我深深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重要。”代莹
告诉记者，当从新闻里看到捐髓可以救人时，她便
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

今年 4 月 26 日，代莹接到省红十字会的电
话，得知自己的血液样本与河南一位白血病患者
配型初筛成功。时隔5年，代莹没有忘记当初的承
诺，立即同意捐献。为把最好的“生命种子”捐献给
患者，代莹坚持锻炼身体，合理饮食。在家人支持
下，她顺利通过了高分辨检测和健康体检。

8月2日，代莹在家人和当地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的陪同下，来到河北医大二院，进行了采集前的
动员剂注射。“我是患者生存的希望，比起那个需
要救助的生命，我所做的努力和承受的痛苦微不
足道。”代莹说，她愿意用自己的行动，鼓励更多的
人加入到捐髓志愿者队伍。

本报讯（记者任学光）超市化的管理模式、整
洁敞亮的环境、亲民的果蔬价格⋯⋯8 月 8 日，石
家庄市首家“五星级”标准菜市场“悦美鲜”在桥西
区开业，一亮相就受到市民欢迎。

该菜市场位于石家庄市友谊大街和槐安路交
叉口的西北角，营业面积 8000 平方米。由河北绿
色食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设。

市场内，地面和墙壁统一铺设瓷砖；肉类、蔬
菜、熟食、海鲜等功能区域规划合理；200 个摊位
都是标准化的开放式设计；摊主们身穿统一定制
的服装上岗，还佩戴口罩、手套；10多名专业保洁
人员实时清洁地面卫生。悦美鲜菜市场不仅环境
超市化，而且实现了超市化的运营管理。电子化的
结算方式，免去了现金找零的不便和不卫生；采用
农超对接，减少了流通环节，让市民能够买到又新
鲜又便宜的蔬菜；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市民足不出
户所购果蔬就能送到家门口。

据了解，下一步，石家庄市将在菜市场升级改
造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菜市场新建工作，年内计划
在市区新建2至3家高标准菜市场。

□记者 张淑会 尹翠莉

在家门口看病，以乡镇卫生院的价格，
享受县级医院的服务⋯⋯如今，巨鹿县农村
患者切身感受到了医改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巨鹿县是我国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县和我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示范创建县。今年4月，该县针对基层医疗
资源缺乏、农村群众看病舍近求远的现状，
在全省率先组建了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

医共体是如何运行的？它能否改变基层
医疗资源缺乏的局面，破解基层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难题？记者就此到巨鹿县采访。

乡镇就医可享受县医院检查服务

8 月 3 日 11 时许，巨鹿县西郭城镇卫
生院职工王胜云来到县检验中心，将卫生
院患者要做检验的血液样本，及时交给这
里的医生。王胜云说，这天上午，在西郭城
镇卫生院看病的患者中，有 8 人需要做进
一步血液检验，但卫生院做不了。

送检验样本，是王胜云的一项新任务。
自今年 4 月县检验中心成立后，他几乎每
天往县里跑一趟。“县检验中心会通过网络
把检验结果及时传输到卫生院。”王胜云告
诉记者，和在县医院看病一样，患者一般当
天下午就能拿到结果。

以前，受技术水平等限制，乡镇卫生院
很多检验检查项目都不能开展，农村群众
有需求只能被推向上级医院，这不仅加剧
了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增加了上级
医院的就诊压力，不利于分级诊疗的推行。

“为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在深化医改、推
进分级诊疗过程中，探索开展了县域医共体
建设。”该县卫生计生局副局长张敬旗介绍，
按照机构设置和行政隶属关系不变、乡镇卫
生院功能不变、相关财政补偿政策和政府投
入方式不变的原则，由县政府主导，以县级
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
为基础，实行县乡一体化管理，并与乡村一
体化管理有效衔接，组建医共体。

为实现县乡两级医疗机构检验检查设
备统一管理、共同使用，该县积极打破区域

壁垒，以县医院为核心，利用网络信息技
术，建设了县检验中心、心电中心、影像中
心，并在医共体成员单位乡镇卫生院设立
分中心。

“患者在乡镇卫生院看病，可通过三大
中心享受县医院所有的检验检查项目服
务。”巨鹿县医院院长吉增良告诉记者，乡
镇卫生院采集检验项目样本后，派专车定
时定点将样本送往县检验中心，检查结果
以网络形式第一时间传输到乡镇卫生院。
而患者在乡镇卫生院所做的心电、影像项
目，数据则通过网络即时传输到县心电中
心、影像中心，后者会很快给出诊断结果。

在家门口看病，以乡镇卫生院的价格，
享受到了县级医院服务。据介绍，患者在乡
镇卫生院做这些检验检查项目，其收费标
准是县医院的 80%，而且还可享受乡镇卫
生院60%的门诊统筹报销。

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腿”。“这一举
措不仅实现了县乡两级医疗机构检验、心
电、影像等同质化管理，还大大提高了县域
医疗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缓解了县级
医院的就诊压力。”张敬旗说，今年4月至7
月，巨鹿县域医共体共为4642名患者提供
了同质化服务。

让优质医疗资源下乡

时近中午，到张王疃乡卫生院就诊的
病人逐渐少了下来。在这里，记者见到了看
完病正准备回家的郭志环老人。

“我心脏不好，还有糖尿病，基本上都
是来卫生院看病、拿药。”今年60多岁的郭
志环说，今年 4月份以来，她明显感到来卫
生院出诊的县医院专家多了，几乎每次都
能看到。

“这是县医院专家来我们卫生院坐诊
的安排表。”张王疃乡卫生院院长乔丽平指
着门诊大厅墙上一张非常醒目的公示牌
说，从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县医院的医生
坐诊。

患者选择到大医院就诊，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信不过基层医生，对他们的医
疗技术和服务能力不放心。“为破解这一难
题，我们在医共体内建立了医务人员柔性
流动机制。”张敬旗介绍，根据规定，县医院
委派骨干医生到医共体成员单位坐诊、巡

诊、驻点、开展定点帮扶，特别是要结合乡
镇卫生院医疗特色，强化县医院专业科室
与乡镇卫生院之间的协作关系。

在医共体内，巨鹿县还实行县医院向
乡镇卫生院派驻第一院长的方式，全面提
升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一些乡镇卫生
院的管理粗放，比如科室管理规章制度不
健全，物品摆放不合理、就医环境较差等。”
乔丽平表示，自从县医院派驻第一院长后，
卫生院也和县医院一样，实行起了“整理、
整顿、清理、清洁、素养、安全”的 6S 管理。

“仅几个月的时间，卫生院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鼓励和方便人才流动，巨鹿县还规

定，下派医生到乡镇卫生院工作，不需办理
执业地点变更和执业机构备案手续，同时在
职称晋升和聘任方面优先考虑，下派时间计
入职称晋升前服务基层的工作时间。

人才“互动式”流动。除了专家向下流
动外，县医院还会定期对卫生院有关人员
进行培训，随时接收卫生院医生的进修
学习。

“以前，我们要想去县医院进修学习，
得托人找关系、打报告请示等，非常难。”张
王疃乡卫生院医生杨全计告诉记者，现在
想去县医院进修学习，在不影响正常工作
的情况下，可随时去。

“互动式”人才流动机制的建立，使巨
鹿县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大幅提高。以
张王疃乡卫生院为例，2016年4月至6月，
该卫生院的门诊病人为1072人次，住院病
人 105 人次。而今年 4 月至 6 月，这一数字
就增长为7619人次和169人次。

“医共体的建立，让县乡医疗机构成为
‘一家人’，既推动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又
盘活了双方医疗资源。”乔丽平说，现在看
病，很多人首选乡镇卫生院。

为逐步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巨鹿县还在医共体内推行了“协作式”分级
诊疗机制。该县明确规定，一般常见病留在
乡镇卫生院诊治，难以诊治的再转往县医
院。县医院慢性病、恢复期患者转回乡镇卫
生院，县医院将派原经治医生至乡镇卫生
院指导后续诊治工作。

据介绍，该县将进一步探索确定县乡
两级医疗机构诊疗的主要病种，完善双向
转诊程序，重点畅通慢性病、恢复期患者向
下转渠道。

如何让基层群众享受到优质便利的医疗卫生服务？记者到巨鹿县
探访我省首个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

县医院“搬”到咱家门口

8月3日，巨鹿县西郭城镇卫生院职工王胜云来到县检验中心，将卫生院患者送检的
血液样本及时交给这里的医生。 记者 尹翠莉 张淑会摄

石家庄首家“五星级”
标准菜市场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