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 造 全 国 一 流 营 商 环 境打 造 全 国 一 流 营 商 环 境 速 递政 务

优化营商环境部（政务部）

阎亚平 13333600966
张冬梅 15037793199

电子信箱：nyrbzwrm@163.com

本报讯 （通讯员魏晓楠）

12 月 16 日，笔者获悉，镇平县

政务服务中心、工商联推行“政

务服务 +驻外商会”合作服务

新模式，探索打造“镇好办·玉

商驿站”，为在外人士提供“保

姆式”帮代办贴心服务，进一步

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和群众获

得感。

试点先行探索。线上设立

虚拟“镇好办·玉商驿站”政务

服务点，线下先行试点打造实

体政务服务站点，并逐渐扩大

覆盖范围。依托“镇好办·云综

窗”平台 +省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线上+线下”齐发力，一

体推进服务提质增效。

延伸帮办阵地。以镇平驻

外商会为主阵地，以政商合作

便民惠企服务点为核心，与镇

平县政务服务中心建立“政务

服 务 + 驻 外 商 会 ”合 作 新 模

式。聚焦在外创业人士回乡办

事不方便、异地办事门难找等

难题，以商会组织为纽带，形成

联通互动、无缝衔接的帮代办

服务体系。

建 强 硬 核 队 伍 。 每 个 驻

外商会选派 1 名会员担任“玉

商 帮 办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组 建

“ 小 玉 帮 办 ”异 地 商 会 服 务 团

队，与商会“玉商帮办”专职对

接，为异地创业人士提供高效

优 质 帮 代 办 服 务 。 该 县 工 商

联明确 1 名“玉商联络专员”，

专 人 负 责 对 接 联 络 全 国 各 地

镇平驻外商会，做好沟通协调

工作。

构建联通机制。建立“企

业－群众－商会－政府”政务

服务渠道，在外创业人士如需

申办相关事项，由商会帮办员

收集申请办理事项所需材料，

联系“小玉帮办”，对接政务服

务部门，解答咨询、协助准备、

代收申请材料，代替企业群众

办 理 手 续 。 通 过 服 务 关 口 前

移，主动了解企业需求，为在外

创业人士提供全程无偿“一对

一”帮代办服务，实现“商会网

点有代办、政务服务零距离”的

便民惠企服务路径。②13

镇平县打造“镇好办·玉商驿站”

拓展“跨域办”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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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 李 楠

普照洋）日前，宛城区黄台岗

镇通过提供信息采集、评残、

办证等“一站式”服务，开展零

距离、一对一的残疾鉴定和评

残办证工作，让有办理残疾人

证 需 求 的 群 众 少 跑 腿 、更 省

心，确保困难群众及时享受应

有的权益和服务。

此 次 活 动 由 宛 城 区 残 联

联合南都医院分别开展集中

鉴定和上门鉴定。集中鉴定

现场，工作人员帮助困难群众

填写表格，完善鉴定材料，并

详细耐心地解答群众提出的

问题。对于卧床不起等无法

到达现场的群众，区残联工作

人员、南都医院医生则进村入

户 ，为 每 一 位 残 疾 人 进 行 检

查，耐心解答家属疑问，并根

据实际情况提出专业康复建

议，为困难群众开展上门鉴定

服务。

宛 城 区 黄 台 岗 镇 将 持 续

优化上门鉴定服务的流程和

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确 保 残 疾 人 证 评 定“ 应 办 尽

办”、惠残政策“应享尽享”，努

力为残疾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环境。②13

宛城区黄台岗镇开展上门办证

服 务 群 众 零 距 离

方城县博望镇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进一步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就业渠道，以就业促增收。图为 12月 16日，博

望镇直营外贸企业河南裕元户外服饰有限公司缝纫车间工人正在

加紧生产。②13 通讯员 李 征 摄

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市职教园区立足大美

南阳后花园功能定位，全面

推进城市更新提质，持续提

升城市绿化品位，完善各类

基础设施，加快推动全域景

区化和全域城镇化发展。

图为12月17日职教园区特

色游园。②13

全媒体记者 单书军 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潇宇 通讯

员赵 彬）12 月 17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

获悉，经文化广电和旅游部门推荐，南

阳卧龙岗武侯祠、西峡老界岭滑雪场通

过综合评定，被正式批准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卧 龙 岗 武 侯 祠 是 市 委 、 市 政 府

“打造国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的重要项目，由南阳投资集团子公司

南阳城投三国城投资有限公司运营。

自开园以来，该公司积极践行“擦亮

‘南阳，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城市文

旅名片，助力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

建设”的使命要求，不断强化文旅发

展方面投资能力、运营能力和管理能

力，致力于打造出南阳独有、享誉全国

的特色文旅 IP。

今年 5月起，卧龙岗武侯祠景区实

现常态化演艺。央视新闻频道在 2023
年元宵节当日黄金时间现场直播 23分

钟，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南阳，一个值得

三 顾 的 地 方 ”文 旅 品 牌 。 景 区 荣 获

“2023 年年度十佳旅游景区”“2023 年

度十佳文创产品”等称号，官方微信号

荣获“2023 旅游微信景区年度新锐力

量奖”。目前，南阳城投三国城投资有

限公司正在筹办 2025卧龙岗新春大庙

会活动，年味十足的民俗表演和原创卧

龙岗“微春晚”《只有南阳》将再次引爆

南阳文旅市场。

老界岭滑雪场景区近年来累计投

资 2.2 亿元，建成初级、中级、高级滑雪

道 和 雪 上 飞 碟 道 各 一 条 ， 装 备 雪 具

4000余套，能够容纳 6000余人同时进

行雪上运动。景区大力推进“民宿+
文化、民宿+体育、民宿+旅游”融合

发展，让民宿在老界岭滑雪场成为文

化的传播地、体育的发展地、旅游的

吸引地、康养避暑度假的目的地。同

时 ， 景 区 配 套 建 成 星 际 迷 航 、 激 光

秀 、 高 山 灯 光 、 音 乐 喷 泉 等 夜 游 业

态，新增无动力亲子乐园、轨道滑草等

娱乐设施，满足高中低不同层次游客的

需求。②13

提升城市品位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杜福建 通

讯员张秋实） 12 月 17 日，记者从桐

柏县相关部门获悉，该县城管局城区

水务服务中心创新运用新时代“枫桥

经验”，打造“一网三台两常态”供

水问题矛盾化解机制，持续优化提升

城区供水服务水平。

构建供水网格化服务格局。选派

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党

员组建三级网格化服务队伍，专职负

责区域内的水表抄收、维修和供水问

题调处化解。健全完善网格化管理机

制，对网格内出现的供水问题实行

“ 日 收 集 — 周 落 实 — 月 督 导 — 季 评

比 —年表彰”五步管理法，尽可能

将供水问题解决在源头上、网格内。

建立“水务+社区”网格化联动式工

作机制，将社区网格员熟民情、知民

意的群众优势与水务网格员熟水情、

知水务的专业优势相互配合、协同发

力，共同做好网格内企业、群众用水

问题处理和矛盾隐患化解工作。

打造高效快捷“三台”。在水务

服务大厅设立接访平台，由班子成员

定期轮流在服务大厅值班，受理群

众、企业的问题和诉求，确保诉求真

解决、矛盾真化解、企业群众真满

意。搭建线上即时服务平台，借助抖

音、微信公众号、微信小视频等网络

媒体平台定期发布用水知识普及小视

频；借助微信、QQ 等聊天平台建立

远程即时服务机制，实现与企业、群

众一对一远程提供相应帮助。将供水

问题处理由“受理—派发—处理—反

馈”4 个环节缩短为“受理即处理、

处理即反馈”1 个环节，办理时限由

5 个工作日压减至 0.5 个工作日。紧

密联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平台，充分利用热线平台客服优势、

渠 道 优 势 和 联 动 优 势 ， 建 立 起 与

12345 热线平台紧密联动工作机制，

确保件件有人抓、事事有人管。

建立“两常态”工作机制。建立

常态化走访服务机制，每月组成服务

队深入到供水问题反映多、矛盾隐患

突出的地方实地走访调查，开展现场

办公、现场处理、现场解决。建立常

态化供水问题会商研讨机制，每月定

期组织各部门、网区、网片召开供水

问题会商研讨会，不断提高科学、高

效处理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隐患能

力。②13

尊敬的南阳华润燃气用户:

为全面提升热线服务品

质，以高效、快捷、便民利民

的方式更好地服务市民，南

阳华润燃气原客户服务热线

“0377- 61667777”将 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停止使用，我公

司 24 小 时 服 务 热 线 正 式 升

级为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95777”，范 围 覆 盖 南 阳 市

区、官庄工区、职教园区、邓

州市、方城县、镇平县、南召

县。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南阳

华 润 燃 气 不 懈 的 支 持 与 厚

爱，我们将加倍努力，为您带

来更好的服务和体验，携手

共创美好生活。

南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8日

公 告

为全面展示全市上下拼搏进取的

显 著 成 就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崭 新 气

象，在网上掀起展现美丽南阳、文明南

阳新热潮，“新视界新南阳”优秀短视

频征集活动即日开启 12月份征集。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新华网河南分公司、南

阳市委宣传部、南阳市委网信办

支持单位：南阳日报社、南阳广播

电视台

组织单位：南阳网

二、作品主题

以“新南阳”“新发展”“最美瞬间”

“感动南阳”“宛美答卷正青春”“守护

南阳”“我与南阳共美”等题材进行全

网征集，拍摄新南阳的最美瞬间、精彩

时刻、动人场景。

三、作品要求

1.主题鲜明、导向正确，内容健康、

传播正能量，构思新颖、剪辑流畅，无

常识性错误。

2. 画 面 清 晰 稳 定（清 晰 度 达 到

1080P，码 率 不 低 于 15Mbps），色 彩 舒

适、构图美观、结构流畅、配乐得当，时

长 1分钟左右，大小不超过 1G。

3.不能添加广告水印、商业 LOGO
等带有营销性质的标识，要求原创，不

侵犯第三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

等。凡违反以上要求导致相关纠纷的，

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4.组织单位对获奖作品具有使用

权、剪辑加工及传播权。

四、参与方式

请创作者将本人 12 月 1 日起创作

发 布 的 作 品 发 送 至 邮 箱 xsjxny@126.
com 参与评选。征集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2月 31日。

相关要求：

1.参评作品需提前在抖音、微信视

频号、微博、小红书、今日头条等网络

平台发布。发布时须加挂“#新视界新

南阳”话题。鼓励进行多平台发布。

2.投稿作品需注明发布平台及链

接、发布日期、作品标题、作品文案以

及创作者姓名、联系电话、联系邮箱、

类别（个人、机构）。

五、奖项设置

主办方组织相关专家结合文案内

容、剪辑技巧、传播效果等对参与作品

进行打分，同时根据网络平台互动数

据、播放量、评论量、点赞量等进行综

合评定。评选出 10 部优秀作品，每部

作品给予 2000元现金奖励。年终从年

度作品中评选出 20 部优秀短视频，并

进行隆重表彰奖励。获奖作品将在媒

体进行展播。

“新视界新南阳”优秀短视频大赛邀您参加

扫码了解活动详情

俩景区获评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聚合新动能 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
（上接01版）

社旗县坚持实施“工业立县、兴工

强县”战略，积极培育食品加工、装备制

造和光电信息三大主导产业。赊店老

酒探索出了一条二三产融合发展之路，

再次续写“赊店老酒 天长地久”的传

奇，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和“中华老

字号”。森霸传感放眼人工智能和物联

网发展的历史机遇，积极布局光传感

器、压力传感器和气体传感器等多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呈现良好发展态

势，被认定为河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红阳集团、华纬弹簧和同道弹簧已

成长为重型货车、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

重要零部件供应商。杜尔气体装备作

为特种装备，在全国大型压力容器制造

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社旗还有 400多

家货架企业，产品覆盖工业、商超和家

用仓储等多个领域，是中部地区货架产

业重要的生产加工基地。

社旗曾是“万里茶道”的重要水陆

中转站和贸易中枢，赊店古镇一批明清

古建筑群保存完好，七十二条街、三十

六条胡同见证了社旗曾经“白天千帆

过，夜间万盏灯”的繁荣。以赵河、潘河

为轴，以赊店古镇、酒乡小镇为发力点，

坚持“以水润城，以文化城，以产兴城”，

积极加快产城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城市

更新提质，不断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持续完善教育、民生、养老等功能配

套，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努力让

城市更宜居，人民生活更美好。②8

激活改革动力 赋能高质量发展
（上接 01版）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

金 10.6 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通

过审核补贴资金超5.6亿元，拉动消费超

36亿元。谋划上报拟纳入国家、省“十五

五”规划的重点内容 21项，重点项目 64
个、总投资4829亿元。争取到2024年灾

后应急恢复重建项目资金7000万元。

坚持“项目为王”，强化全过程统

筹协调，不断优化工作机制，推动项

目 建 设 跑 出 加 速 度 。 截 至 11 月 底 ，

全市 1261 个省市重点项目已完成投

资 3556 亿 元 ， 占 年 度 投 资 目 标 的

109.6%，省重点项目建设综合考评

稳居全省第一。聚焦“7+17”产业

链群培育，强力实施补链延链升链建

链行动，加快产业强市建设。强力实

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突破年行动，全

市开发区总体水平明显提升。5 家省

级工程研究中心通过省批复认定，我

市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有力提升。全市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成为近年来全省

进步最大的省辖市，被省委、省政府

授予“营商环境建设先进省辖市”，实

现了历史性突破。

坚持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在省

重点民生实事年终评价中连续两年排

名全省第一。今年我市创新实行民生

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统筹推进 20项

省市重点民生实事、44 项具体任务，

截至 11月底，全市已有 41项任务提前

超额完成年度任务，3 项任务按时序

进度推进。②8

桐柏县打造“一网三台两常态”矛盾化解机制

创优供水服务 破解基层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