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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知识产权量质齐升赋能高质量发展

去年有效注册商标
总量同比增长12.4%

2 月 26 日，在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
记者遇到前来办理“虚拟审批”业务的张
家口市东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
利琴。

东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决定投资4.5亿
元，在桥东区盛华路北侧一处地块建设农
产品冷链集配中心项目。“项目于去年8月
18 日正式立项，目前正处于供地阶段。”
刘利琴说，得益于市行政审批局实施的

“虚拟审批”，利用供地这段时间，他们着
手办理项目施工前的手续。

所谓“虚拟审批”，是张家口市行政审
批局通过提前介入、提前服务，将立项用
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 3
个阶段的技术性审查工作以“虚拟审批”

方式并入供地阶段，实行 3 个阶段工作并
联办理，压缩审批时间。

“‘虚拟审批’追求的不只是速度，我们
还在环节上做减法、在服务上做加法。”张家
口市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焕平告
诉记者，工程建设类项目审批环节多、所
需材料数量多，市行政审批局派出帮办人
员“一对一”开展服务，“帮助企业一次性
知悉项目审批中需要办理哪些事项、分几
个阶段办理、哪些事项可以合并办理、哪
些事项可以提前介入等流程。”

“企业与审批人员双向发力，大家都是
为了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刘利琴这次来到
市行政审批局，是为了申请项目工程规划
意见函。

“一图、一表、一册都带过来了，您给
看看。”刘利琴将项目方案审定图、项目用
地经济技术指标表、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和
申请书交给市行政审批局规划国土科科长
曹雨欣。

“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是最新的，按照预
审会上的评议意见进行了修改。”刘利琴补
充道。2023 年 10 月 24 日，东惠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邀请规划设计领域专家和市行政
审批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项目
规划设计方案先行审查，提出了优化内外
交通流线、实行雨污分流、深化竖向设
计、补充防洪防灾等内容的意见。

“材料内容符合要求。”曹雨欣仔细审
查、核实各项材料后，给刘利琴出具了项
目工程规划意见函。

曹雨欣介绍，过去，项目单位施工许
可证相关手续必须是在拿到项目不动产权
证后才可以办理，通过“虚拟审批”，现在
施工许可证相关手续流程可以提前办理。

“有了项目工程规划意见函，我们可以
进入下一步的施工图纸设计环节了，手续
办理进度很快，项目有望实现拿地就开
工！”刘利琴高兴地告诉记者。

“‘虚拟审批’自推行以来，通过企业自
行承诺，部门领办、帮办服务，先行审查规划
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图预审查，同步确定施
工和监理单位，较常规审批节省 4 个月时
间。”王焕平表示，待项目单位土地手续完备
后，市行政审批局迅速将“虚拟审批”结果进
行正式转换，实现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四证齐发”。

不破法规破常规，不变标准变流程。
为简化企业办事流程，张家口市行政审批
局对社会投资功能单一的简易低风险项目
实行施工图“自审承诺制”。项目企业提交
与勘察、设计单位共同签署的承诺书后，
直接办理施工许可证，自审承诺办结时限
较以前缩短10个工作日。

除了全面推行“虚拟审批”“自审承诺
制”，优化审批流程，张家口市还制定“项目
需求清单”“政府服务清单”“项目建设进度
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见效。

“为了项目早开工早投产”
——随企业体验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虚拟审批”

河北日报记者 郭晓通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郑媛媛 记者郭晓通）笔者从1月24日召
开的张家口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全
市税务部门认真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全市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
费33.27亿元，惠及纳税人缴费人19.56万户次。

月销售额 10万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新增
减税7.06亿元，惠及纳税人64419户次；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由3%
降至1%政策新增减税4.70亿元，惠及纳税人27075户次；小型微利
企业所得税减免税额2.77亿元，惠及纳税人15319户次；个体工商
户减半征收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税额 1771 万元，惠及纳税人
11788 户次；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税额
94.43万元，惠及纳税人 9户次；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政策新增降费2.32亿元，惠及缴费人12828户次。

河北日报讯（记者郭晓通）记者从1月12日召开的河北张家口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张家口市建成我
省唯一葡萄种质资源库，收集国内外葡萄品种532个，示范推广优
良品种23个。

据了解，张家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的核心区和示范区位
于怀来县。核心区建成长城、桑干等 39家葡萄酒加工企业，葡萄
酒年生产能力 15万吨、年销量 5万吨，先后打造“长城”等 27个品
牌500多款葡萄酒产品。张家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自2020年获批
建设以来，发挥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作用，全力推动
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周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张家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集聚京津冀葡萄与葡萄酒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成立“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张家
口市葡萄酒人才联盟”“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科技特派团”；园区培育
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家，建立省级科技特派团1家，新增省级科
技型中小企业16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园区拥有各级各类创新
平台20家，为园区主导产业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林渊普、张丽萍 记者李艳红）2 月 27
日，笔者从张家口市相关部门获悉，该市全面强化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去年，全市有效注册商标总量达 34671
件，同比增长 12.4%，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1641 件，同比增长
22.37%，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 4.03 件，全市知识产权呈现量质齐
升局面。

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显著提高。2023年，全市大力开展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银企对接活动，累计完成登记108笔，融资金额10.4亿
元，业务笔数同比增长 112%，融资金额同比增长 700%；全省首笔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质押融资业务在崇礼区完成，其经验做法被国
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推广。深入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完成专
利转让 1890 次，同比增长 185%，达到该市历史最高水平；专利被
侵权损失保险保额达到1700万元。雪川农业有限公司、张北数据
港科技有限公司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更加优化。目前，该市共建成省级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网点1家，市级信息公共服务中心1家，市级公共服务网点
2家，县级信息公共服务中心3家，开展知识产权托管服务企业246
家。2023年共开展专利转化讲座28场，开展专利转化专场对接活
动41次，开展“专利转化问诊把脉进企业”活动140场。积极开展知
识产权信息进企业及涉外知识产权服务活动，服务企业125家。

完善政策体系，建立全市知识产权保护联席会议工作制度，
每年定期组织 26 个成员单位召开专题会议。先后印发《关于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张家口市“十四五”知识产权保护
和运用规划》等文件，为高标准推进全市知识产权工作提供了科
学指导意见。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郭霞 记者李艳红）2月18日，省农业农
村厅发布 2024年度农业主导品种及主推技术。由张家口市农业
科学院选育的优质杂交谷子品种“张杂谷13号”入选河北省2024
年度农业主导品种，该品种自2019年起已连续6年入选。

“张杂谷13号”是该市农业科学院最新选育、河北巡天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独家生产经营的优质杂交谷子新品种，不仅继承了“张
杂谷”家族抗旱、耐瘠、高产等优良基因，而且所产小米色泽黄亮、
颗粒饱满、品质上乘。作为粮用杂交谷子的佼佼者，“张杂谷 13
号”推广近10年来在全国十多个省区推广1500多万亩，增产粮食
15亿公斤，助农增收60多亿元。

全市去年新增减税降费
及退税缓费33.2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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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县探索补齐农村养老、义务教育等服务短板

综合施策，
关爱农村“一老一小”

河北日报记者 郭晓通 通讯员 张凤燕 王大庆

日前，张家
口 市 康 保 县 土
城子镇互助幸福院食堂举办
了一场饺子宴。互助幸福院
的 老 人 们 坐 在 一 起 很 是 开
心，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志愿者为其
送餐。

“一老一小”牵动千万家庭，关乎民生
福祉。针对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家庭
空巢化等问题，康保县加强顶层设计，采取
一系列举措推动农村“一老一小”服务提档
升级，让“一老一小”增强获得感。

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
探索互助抱团养老

3 月 3 日一早，83 岁独居老人王凤美
在康保县土城子镇互助幸福院食堂吃上热
腾腾的早餐。“食堂的饭菜很可口，想吃
啥都有。”王凤美高兴地说。

70岁的李桂珍告诉笔者，自从搬入了
土城子镇互助幸福院，每天都过着好日
子。她说：“以前村里的房子是老旧的土
坯房，夏天漏雨，冬天漏风。如今房子免
费住，房间里有暖气、卫生间，暖和又方
便。而且现在房连着房、户挨着户，邻里
之间互相帮忙关心，再也不觉得孤单了。”

“想洗澡有浴室”“头发长了有人理”
“旁边就是卫生院，就医买药方便”……互
助幸福院里的老人们细数着他们的幸福
生活。

“互助抱团养老是互助幸福院最大的
特点。”康保县民政局副局长吴世峰介绍，
针对部分农村老人居住条件简陋、生活无
人照顾、精神慰藉缺失等突出问题，康保县
积极探索出这一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村养老
服务模式。该县不断改进互助幸福院建设
方案，并与易地搬迁、空心村治理等有机结
合，先后建成 50 户以上规模的农村互助幸
福院21所，吸纳2600余名老人入住。

怡安康城是康保县最大的易地搬迁集

中 安 置
区 ， 安 置 了 农 户
7000 余户约 2 万人。怡安康城管委
会副主任刘洪泽介绍，针对搬迁群
众情况，他们织密社区管理网和便民服
务网，如今依托日间照料站，社区为老
年人提供助餐、助医、康养、休闲等精
细化服务，让农村老年人也能享受城市的
便利生活。

“看病买药到小区门口的社区卫生
院，吃饭有惠民食堂，活动到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办理医保社保业务到为民服务中
心，在小区周边，就能把需要办的事办
完，我们的老年生活格外便利。”家住怡
安康城的老人刘永娥说。

让农村娃走出农村
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康保县也花
了很大力量。

在康保县顺安大街，紧挨着公共体育场
和全民冰雪体育综合体，一所崭新而漂亮的
学校拔地而起，该学校是于2023年9月启用
的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康保县顺安小学。

自从来到新学校，五年级学生王维霞
的脸上一直挂着甜甜的微笑。她说:“学校
太美了，我终于有同学、有同桌了。”原
来，来顺安小学前，王维霞在芦家营乡中
心校上学，在她的班里只有她一个学生。

据介绍，2022年，康保县13所乡镇小
学学生加起来不到 500 人。部分学校在校
生人数只有十几或二十几人，“一人一
班”的情况也不少。

面对农村教学设施不完善、很多教学

活动无法开展、农村孩子
饮食起居和心灵慰藉得不到更好

关注等问题，康保县建设了顺安小学，
让农村娃走出农村，到城里享受优质的教
育资源。目前，康保县13所乡镇小学的学
生472人全部实现进城上学。

顺安小学学校硬件设施一流，建有教
学楼、宿舍楼以及餐厅、浴室、风雨操场
等，设有舞蹈、钢琴、书法等多功能教
室。宿舍均按 6 人间的标准建设，设有独
立的洗漱间和卫生间。

学校还实施党员教师包联学生措施，
目前 30 名党员教师包联了 97 个孩子，他
们充当“代理家长”的角色，用心陪伴、
关爱着孩子们的心灵。

“以前，好多孩子表现内向，不爱说
话。短短几个月时间，再看我们的孩子，
敢 说 了 ， 爱 笑 了 ， 连 眼 神 都 透 露 着 自
信。”顺安小学校长武龙说。

为解决学生回乡和到校难题，2023
年，康保县还组织公交车免费接送顺安小
学学生，每周五离校和周日返校的时间，
公交车“点对点”接送，解决了家长们的
后顾之忧。

用 产 业 留 住 年 轻 人
解决留守老人儿童问题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
在逐步回流，这个采暖季，张纪新城原来
报停暖气的住户中，有 100 多户申请开通
暖气。”康保县张纪镇镇长王锋说。

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
关键是能留住年轻人，让群众在家门口过
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张纪新城作为康保县张纪镇易地搬迁
集中安置区，让 11个行政村 28个自然村的
1900 余户近 6000 人住进舒适温暖的楼房。
为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
致富，张纪新城本着集聚区与产业园区“两
区同建”的思路，建成了“10分钟服务区”和

“三公里就业圈”，直接把厂房“拉”进安置
点，把产业“安”在家门口，实现农民就地就
近就业增收。

如今，该区域内已集聚品冠农业、百
磷有机肥、智慧农业鱼菜共生等 6 个农业
产业项目，河北鸿蒙制氢、中智天工光伏
电站等 6 个新能源项目，华旅汇旅游、隐
宿康养等2个文旅项目。

为满足搬迁群众畜牧养殖的需求，张
纪镇还探索实施“百户千头、助农增收”
母牛代养项目，建成孙家村养殖小区、满
意养殖小区等 20余家企业园区，让 500多
人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现在家乡就业机会多了，双方父母
年龄也大了需要照顾，我和爱人都回来
了。现在一边工作，一边照顾老人，生活
变得稳定安逸了。”张纪新城居民宋学
芳说。

在 关 爱 农 村 “ 一 老 一 小 ” 的 道 路
上 ， 康 保 县 仍 然 不 断 探 索 实 践 。 据 了
解，该县将新建养老服务中心、打造农
村公租房，稳步推进养老设施改造、家
庭适老化改造、日间照料服务站、社区
助 餐 扩 容 等 一 批 民 生 项 目 ， 切 实 织 密

“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网，助力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优化营商环境跟随式报道

左 图 ：3 月 5
日，康保县顺安小
学一年级学生正在
上美术课。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小玲摄

右 图 ：3 月 5
日，在康保县处长
地乡互助幸福院温
暖舒适的房间内，
68岁的王玉娥正在
整理家务。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小玲摄

一线写真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张琪 记者郭晓通）笔者3月3日从张家
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今年，该市将对7个县区的41个老旧
小区进行改造，涉及93个楼栋3366户居民，改造面积31.4万平方
米。预计9月底前，列入改造计划的小区将全部完工。

改造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先民生后提升”要求，遵循“一次改
造，长期有效”原则，以解决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气、热等
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完善市政配套设施、整治脏乱差环境，兼顾无
障碍设施建设和节能改造等，对小区建筑物本体和周边环境进行
全面提升。

据悉，改造通过创新物业服务管理模式和政府保障兜底相结
合的方式，充分调动多方主体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后期管理，构建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建”的管理体制，形成政府统筹、街道
（乡镇）组织、社区居委会实施、居民参与、市场介入的工作机制，实
现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目标。

今年全市计划改造
老 旧 小 区 41 个

涉及居民3366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