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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审批，跑出效率加速度
——探访河间市项目审批平台

沧州将建设机器人产业小镇
项目拟投资100亿元，规划建设“一平台六基地”

保健食品专项
监督检查启动

严打非法添加虚假夸大宣传
等违法违规行为

沧州全面实施贫困患者“先诊疗后付费”

全市去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319件
为4694名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

全市共有中国
驰名商标32个

沧县

两 姐 妹 建 起
“爱心老人餐厅”

12 个 基 地 入 选
省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培育工程培训基地

本报讯 （王雅楠、李倩） 日前，青
县流河镇盖宿铺村村民老陈从青县人民
医院出院回到家中。他逢人便感慨：“像
咱这样的农民，也能安心住院看病，多
亏了‘先诊疗后付费’的好政策！”老陈
今年 65 岁，是低收入家庭中的重病患
者。前些日子因淋巴癌住院，医院根据
他的信息，未收取费用便将其收治。治
疗花费了 4810 元，出院时他只自付了医
疗费529元。

在沧州，像老陈这样能花小钱治大
病的群众越来越多，这得益于沧州市推
行的“先诊疗后付费”健康扶贫医疗服
务机制。为改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看病
筹资难问题，保障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自 2017 年 4 月 30 日起，
沧州市全面实施贫困患者“先诊疗后付
费”服务模式，19 所县级公立医院对于
符合相关规定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成员，实行无需交纳住院押金直接住院
治疗的优惠政策。入院时，贫困患者持
社会保障卡 （或按当地医保就医规定的
身份证明）、有效身份证件和扶贫部门
出具的贫困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低

保、特困等相关证明 （证件），办理住
院手续，在住院处签订“先诊疗后付
费”协议书后，便可直接住院看病。出
院时，贫困患者只需向定点医疗机构支
付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
按规定报销数额后的自付医疗费用即
可。对于确有困难，出院时无法一次性
结清自付费用的，贫困户还可申请“分
期付款”。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沧州市

二级以上医院已基本实现“先诊疗后付
费”一站式结算服务机制，2万余人享受
了此政策。此外，2017 年 7 月沧州市出
台 《沧州市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工作方案》，对“健康扶贫管理数据库”
里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和经民政部
门核实核准的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和低保
对象中，罹患食管癌、胃癌、儿童白血
病等 7 种大病患者进行集中救治。各级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费起付线降低
50%，县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合规医疗
费用报销比例为 90%，非转诊住院合规
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为 30%。大病保险取
消住院医疗费用报销起付线，封顶线提
高到每人每年50万元。

19 所县级公立医院对于符合相关规定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实行无需交纳住院押金直
接住院治疗的优惠政策

本报讯（王雅楠、孙晓卉）
2017年 12月 25日一大早，沧县
黄递铺乡建庄村78岁的贾金昌
老人来到村里的“爱心老人餐
厅”，吃了一顿丰富的免费早餐：
芹菜炒肉、素炒蒜苗，香喷喷的小
米粥，还有馒头。

老人口中的“爱心老人餐厅”，
是由本村在外创业的贾清香和贾
清华姐妹俩筹建的，她们利用这
个餐厅，为本村30多位75周岁以
上老人提供免费的早餐和晚餐。

姐妹俩是建庄村人，这些年两
人一个在长春创业，一个在大连创
业，并都闯出一片天地。她们始终
牵挂着家乡发展，经过商量，二人
决定出钱办个爱心餐厅，在村里营
造一种尊老爱老的氛围。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2017年
12月25日，200多平方米的“爱心
老人餐厅”正式开放。下一步姐妹
俩会陆续为老人们增添一些书籍、
娱乐设施等，让这里变成老人聚
会、交流的“幸福之家。”

本报讯（王雅楠、丁猛）日前，沧州市启动为期半
年的保健食品专项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类保健食
品非法添加、虚假夸大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这是
笔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的。

本次检查的范围是全市所有保健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及专卖店、药店、大型超市、批发市场等，将重
点检查生产企业是否按照批准的产品配方、生产工
艺组织生产，是否存在违法添加等行为，经营企业是
否合法经营，是否有产品购、销、存记录及台账，是否
获得保健食品流通许可证等。

检查过程中，发现企业存在进货生产以及销售
记录不全、不真实等违法行为，将严格依照《食品安
全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发现生产未按规定注册的
保健食品，或未按照注册批准的配方和工艺组织生
产的，责令停产整改，依法予以严肃查处；发现企业
存在非法添加行为的，即责令停产整顿，依法从严从
重查处。对未经审查批准或擅自篡改广告审批内容
发布的虚假违法广告的，依法给予行政告诫，责令限
期整改；限期届满未进行整改的，对其产品采取暂停
销售措施，并依法移送工商行政部门从严查处。

本报讯（王雅楠、李倩）日前，经国家工商总局商
标局认定，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使用
的“HRSB 及图”注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加上此前已经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陆通及图”

“冀阳 JIYANG 及图”“思盼 Sipan 及图”“乾盛及
图”，2017 年沧州市共新增 5 个中国驰名商标，创历
史新高。截至目前，沧州共有中国驰名商标32个。

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河北省
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经营石油机械产品及配件、石油
专用管材及配件制造，是全球产销量最大的陆地防
喷器制造商。产品销往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 40
多个产油国家。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把实施商标兴市战略作为
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建立完善
了商标使用、培育、发展、保护等工作机制。全市工
商系统深入企业宣传培训，根据商标注册人的实际
需求，推出上门、预约等个性化服务。通过专项整治
和日常监管，对假冒侵权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不
断加强商标维权力度，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本报讯（王雅楠、郭震）日前，沧州市与
新松机器人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沧州市共建沧州机器人产业小
镇，项目拟投资100亿元。

根据协议，项目规划建设“一平台六基地”，
“一平台”即智能制造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具体
包括“四院四中心”八大重点内容：“四院”分别
为机器人联合研究院、智能产业发展研究院、
机器人工程师学院、机器人医院，“四中心”为

智能制造产业金融中心、机器人产业大数据中
心、机器人展览展示体验实验中心、智能制造产
业合作运营中心。“六基地”即机器人产业研发
创新基地、机器人装备及零部件生产基地、工业
4.0产业基地、机器人文化旅游基地、机器人产
城融合服务基地和机器人健康产业基地。

据了解，新松机器人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松投资”）是沈阳新松机器人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松公司”）

三大总部之一的投资总部，也是新松公司
的产业投资平台。新松公司是中国国内机
器人产业的龙头企业，国际上机器人产品
线最全的高端制造产业集团，在全球机器
人公司中市值排名第三、国内排名第一的
高新技术企业。新松投资以新松公司的机
器人产业资源为依托，致力于机器人产业
园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为中国制造的
智能升级提供产业化解决方案。

本报讯（王雅楠、孙健）日前，
在各地申报基础上，经审核、公示，
沧州市12个基地入选省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工程培训基地，去年以来
已累计培育新型农民超千人。

这次获评的省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工程培训基地，除了市本级
以外，主要涉及河间、东光、青县、
黄骅、献县和泊头6个县（市），包
括河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沧州
分校、河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河间分校、东光县农业局农机培
训学校等12个基地。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是农
业部与财政部联合推出的一项农
业提质工程，旨在通过培养造就
一批高素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队
伍。培训基地作为实施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的主体，通过集中培训、
实习实训、生产实践，强化新型职
业农民教育培训功能，提升创业
孵化、跟踪服务等工作质量水平。

本报讯（王雅楠、李倩）2017 年，沧州市
法律援助工作把“降槛扩面、提质增效、创新
发展”作为突破口，着力加强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创新便民措施和服务
手段，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截至
去年年底，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4319
件，为 4694 名受援人提供了法律援助，共解
答法律咨询2.4万余人次。

为有效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沧州市
全力打造一小时法律服务圈，94%的基层司

法所都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基本构建起
市县乡村四级法律援助网络，使群众能够就
近获得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同时，对
农民工讨薪、工伤赔偿案件免予经济状况审
查，直接给予援助；持有城乡低保证明的人
员、特困供养人员、正在接受社会救助的人
员、失独家庭成员和求助事项符合现行规定
的 70 岁以上老年人等人员，申请法律援助
免予经济状况审查，直接给予援助。老、弱、
病、残等行动不便或居住偏远的特殊受援对

象，法律援助中心提供上门服务，全程办理。
办案质量是法律援助的生命线。为此，

沧州市不断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通
过审查诉讼请求、证据和理由，看案件是否
会明显败诉，是否有法律援助效益，强化事
前监督；采取跟踪调查、旁听庭审、聘请监督
员等形式，对律师办案全过程进行跟踪，突
出事中监督；通过向受援人发放监督卡、对
案件质量进行评估，注重事后监督，办案质
量和效果得到了明显提升。

□记者 王雅楠

以前“一事跑多窗”，如今“一窗办多
事”。这是当下河间市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的真实写照。为了给企业提供更为
高效、便捷的服务，河间市在深化改革、优
化服务、提速增效等方面不断创新，在全
市推出河间市项目审批平台。

通过项目审批流程的优化、再造，将
实体服务大厅的审批事项全部整合迁移
到互联网上，全面推进项目审批政务服务

“一号一窗一网”办理，让“一枚印章管审
批”落地生根，真正实现了全程网上流转、
网上办理、网上办结。

自 2017 年 9 月 18 日该平台正式运行
以来，14 类审批项目共整合至 9 个部门、
63 个事项，审批时限由原来的 284 天，压
缩至 155 天以内。实现了让“数据跑”代
替“人腿跑”，提升了审批效能，优化了营
商环境。

“线上运行”实现信息共享

“以前要是审批个项目，要跑很多个
窗口，环节多，又耗时。有时候，顺序不
对，还要在好几个部门、窗口之间来回跑，
真是跑断了腿儿。”当地某景观工程项目

负责人左晓东说，“现在好了，到综合窗口
递交一次材料即可，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以前这项目审批时限得需要 27 天，通过
新平台只用了9天，真是既省时又省力。”

河间市项目审批平台与以往的平台
不同，就是为了解决项目审批环节多、材
料杂、流程长的问题。该模式没有线下只
有线上，没有“申请人跑”只有“数据跑”，
将受理、审核、审批 3 个基本环节按照信
息流程进行编程。申请人一次性到综合
窗口提交一次材料，通过窗口录入，将纸
质表单全部转变为电子表单，采集数据化
信息。针对受理、审核、审批各流转环节，
设计了网上流转表单，为网上流转奠定
基础。

河间市行政审批局局长槐汝彬介绍，
每个看似简单的一步，都得下一番狠功
夫。并联、串联审批是项目审批平台中最
为复杂的程序，涉及众多部门联合办理。
为打破部门间的界限，实现信息共享，他
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协调沟通工作。通过
对部门审批流程认真梳理、进一步整合审
批权限，逐项规范事项名称、事项编码、设
定依据、服务对象、申请材料等 37 项要
素，形成了规范有序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
清单，完成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三大

类 21 小类项目的 243 个审批事项资料收
集、千余份材料的流程梳理、录入等工作，
为项目审批平台嵌入行政审批局运行打
下坚实基础。

“电子签批”破解网上审批瓶颈

“一号一窗一网”审批模式使“一枚印
章管审批”真正落地生根，需要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和规范的审批流程清单，推动
部门间协同联动，不再进行线下流程，全
程实现网上审批。在这些流程中电子签
章、电子签名是网上审批流转的核心环
节。河间市通过实行“电子签批”破解了
网上审批瓶颈。引入了电子签章、电子签
名管理系统，为审批科局工作人员配备密
钥，进行CA认证，使电子签批具备了与传
统物理印章同等的法律效力。电子签章、
签名的运用，确保了网上审批全程流转，
实现了档案保存数字化管理。

河间市项目审批平台是河间市针对
政府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在天津紫藤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配合下，经过半年
多的时间研发出来的。自 2017 年 9 月 18
日平台正式运行以来，通过并联、串联审
批，内部材料流转，系统功能整合，时限和
程序得到更加优化。14 类审批项目共整

合至 9 个部门、63 个事项，审批时限由原
来的284天，压缩至155天以内；核准类项
目整合至6个部门50个事项，时限由原来
的 198 天，压缩至 97 天；备案类项目整合
至8个部门、48个事项，时限由原来的197
天，压缩至103天。

“电子监察”实现服务全程监督

该平台还通过运用“电子监察”，实现
了服务的全程监督。系统中设置的“电子
监察”模块，根据事项规定办结时限，解决
传统纸质审批方式不能全天候、全过程监
管的问题，实现精细化管理、数据监督。
对网上办理事项实施统计、监察，对即将
到期的进行黄牌提醒，超期的予以红牌警
告，并发出短信催办，解决了工作人员不
作为、慢作为问题。

河间市市长王少杰介绍，该平台通
过互联网变“纸质传输”为“数据传输”，
真正实现了行政审批“不用跑、不见面、
能监督”。不用跑，企业项目审批事项都
能在一张网上完成，不用跑或最多跑一
次就能把事办成；不见面，申请人与审核
人互相不见面、不求人就能办成事；能监
督，通过全程监察，使限时办结制真正落
到实处。

近日，东光县
大单镇西芦村村民
在大棚内管理新品
种茄子，他们在扶
贫干部帮助下发展
大 棚 蔬 菜 60 多
亩。去年，沧州扶
贫 工 作 中 选 派 的
2000 多名扶贫干
部，因村施策，实施
精准扶贫产业，重
点扶持发展“牧菜
菌”产业，实现销售
收入90多亿元。
记 者 王雅楠
通讯员 傅新春摄

本报讯（戴绍志、孙健）日前，省工信厅公布了
2017年认定的第三批A级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名单，
沧州市 12 家企业的研发机构上榜，加之 2017 年前
两批获评的39家研发机构，总数达51家。

此次获评的12家企业分别是：河北新启元能源
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河北伦特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河北艺能锅炉有限责任公司、河北诚铸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河北华工森茂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河北
安迪模具有限公司、义博通信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华茂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汉智数控机械
有限公司、沧州市益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海兴红
旗体育器材有限公司和沧州正大生物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

省 A 级 工 业 企 业
研发机构全市达51家

“孩子们，你们离开家乡来沧州奉献青春，
辛苦啦！我今天来为你们拍照，给家人寄回去，
让家人放心。”近日，全国拥军模范刘俊丽走进
武警军营，为近 300 名新入伍的武警战士免费
拍照。 记者 王雅楠 通讯员 魏志广摄

本报讯（王雅楠、邢程、李倩）2017 年 12 月 25
日，科技部发布《科技部关于公布 2017 年度国家备
案众创空间的通知》，确定639家众创空间为国家备
案众创空间，其中，沧州市大运河众创空间榜上有
名。截至目前，全市国家级众创空间有3家。

2015 年 4 月，大运河众创空间开始运营。作为
全市成立最早、启动最快的众创空间，大运河众创空
间以扶持创业者自主创业为核心，以公益性、示范性
为主要特征，同时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是一个集创业
指导培训与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创业孵化平台。项目
总投资达 4000 万元，总面积 2 万平方米。截至目
前，已经有 115 个项目正式签约入驻，注册资金 1.7
亿元，引入创客300余人。

2015 年 11 月，大运河众创空间被沧州市认定
为首批“市级众创空间”；2016 年 7 月，被省科技厅
认定为“省级众创空间”。日前，又被确定为国家备
案众创空间。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3 家国家级众创
空间。

大运河众创空间
跻 身 国 家 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