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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敖转优）记者日前
获悉，今年以来，开平市深入推进登记注册
便利化改革，大力推行“互联网+商事登记”
服务新模式，优化细化登记流程，压缩企业
开办时间，不断优化法治化、便利化、现代化
的营商环境，打造便民高效市场准入环境。
截至目前，开平全市共新发展市场主体6867
户，其中企业1244户、个体工商户5609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14户。

开平市通过深化“互联网+”应用，不断
提高商事登记便利度。今年以来，开平市市
场监管局共办理全程电子化业务2243笔、

“微信办照”业务176笔。“我们推广全程电子
化登记，依托‘手机刷脸签名’，鼓励群众申
请办理无纸化业务选择使用‘粤商通’APP
进行电子签名，引导办理有限责任公司和个
人独资企业的设立登记、简易注销以及个体
工商户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业务申请人
全程网上办，减少跑动次数。”该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同时，开平市优化办事流程，不断提高
业务办理效率，具体通过持续推广开办企业

“一网通办”服务，依托广东政府服务网“一
网通办”平台，针对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
制、申领发票以及单位社保缴费登记和住房
公积金缴存五个事项，申请人可同步在网上
办理。推行省内迁移通办，自2021年6月
22日起，实现省内市场主体迁移“一次申请、
一次办结”，打破省内行政区域限制，为企业
节约办事时间与运营成本，有效解决省内迁
移“多地跑”“折返跑”“审批久”等堵点难点
问题。今年以来，共办理48宗省内迁移通办
业务。

此外，开平市落实改革新政策，不断提
高群众获得感。积极落实《市场主体登记管
理条例》，各级登记窗口积极向群众、企业宣
传最新政策，并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主
体登记管理政策文件和规范要求，使用统一
登记材料和文书格式，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
规范化、标准化登记管理服务。推进“证照
分离”改革，贯彻《江门市开展“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试点实施方案》，积极配合上级落
实进一步优化“证照分离”改革，加强与后置
部门沟通，促进“证照分离”全覆盖政策顺利
落地，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牵头实现开办
企业“零费用”，自2021年9月起，开平全市
推广开办企业全流程“即时办、零成本”改
革，该局联合相关部门清除企业开办最后一
项刻章费用，牵头制定并出台《开平市新办
企业免费刻制印章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实
现新设企业2小时内完成印章刻制，不收取
任何费用。今年以来，共有660家企业享受
免费刻制印章服务，共刻印章2567枚。

江门日报讯（记者/翁丹萍）昨日，记者从
江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悉，开平市赤坎镇两
宗地块挂牌出让，最低楼面价2268元/平方米起
拍。

此次挂牌出让的地块分别是开平市赤坎镇
上下埠15号地块（赤坎古镇保护与开发项目）、
开平市赤坎镇上下埠22号地块（赤坎古镇保护
与开发项目），编号分别是JCR2022-176（开平
27）号、JCR2022-177（开平28）号。

其中，JCR2022-176（开平27）号地块出让
用地面积3881.57平方米（折合5.82亩），土地用
途为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土地使用
年限自土地移交之日起计。该地块挂牌起始价
为1777万元，折合楼面价2289元/平方米；竞买
保证金553万元，最低增价幅度20万元/次。该
地块规划必须按《开平市赤坎镇上下埠15号地
块规划设计条件书》要求执行，容积率≤2.0，建
筑密度≤50%，绿地率≥10%，建筑物高度控制≤
25米。

JCR2022-177（开平28）号地块出让用地
面积500.51平方米（折合0.75亩），土地用途为
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土地使用年限
自土地移交之日起计。该地块挂牌起始价为
227万元，折合楼面价2268元/平方米；竞买保
证金68万元，最低增价幅度5万元/次。该地块
规划必须按《开平市赤坎镇上下埠22号地块建
设用地规划红线图》要求执行，容积率≤2.0，建
筑密度≤50%，绿地率≥10%，建筑物高度控制≤
12米。

两宗地块网上挂牌报价时间为11月7日至
21日10时。据了解，此次出让的两宗地块的产
业准入类型为旅游产业，均禁止进行房地产开
发。两宗地块均必须围绕赤坎古镇华侨文化展
示、旅游休闲度假为目标打造大型综合旅游目的
地，在成交确认后，竞得人必须引进有5A级景
区规划、建设、管理经验，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与利用管理经验的旅游景区运营机构进行建设
管理。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潘贤珍 通讯员/
开人宣）近日，由开平市人社局推荐的广东天
菜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联合创始人、香港青
年罗伟特的“鱼菜共生循环农业供港澳蔬菜种
植基地”项目（下简称，“鱼菜共生”项目），经评
审，成功获得2022年江门市留学归国人员创新
创业项目50万元资助。

此次获资助的“鱼菜共生”项目，是循环农
业技术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该项目定位为规
模化、集约化、生态型、精品型的稻菜轮作种植
基地，充分利用水稻种植的“冬闲田”作为蔬菜
生产的“增收田”。据介绍，“鱼菜共生”循环农
业技术能将养殖污水集中处理，转化为天然的
有机肥，利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灌溉蔬菜，既解决
了渔业养殖的污水排放问题，又增加了土壤的
有机质含量，有助于提升土壤活性，减少化学肥
料的使用，是典型的循环农业技术。

近年来，开平市人社局大力实施“人才倍
增”工程，推进“港澳融合”工程，推动“人才链”
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项目培养人才，以人才
带动项目，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一方面，强化人才服务，该局落实领导联系
服务高层次人才制度，加强对港澳青年人才就
业创业服务，通过问候、问情、问需、问策“四问”
等工作，用心用情服务人才。另一方面，拓展人
才服务内容，该局推荐罗伟特团队申请江门市
高层次人才评定，评定为高层次人才的可凭“人
才绿卡”按规定享受市民待遇、居留许可、换领
驾照、优先办理落户、参加社会保险、安排子女
入学、协助配偶就业、医疗保健服务、人才驿站
休闲活动九大服务，不断增强人才归属感。此
外，该局注重培养尊才爱才社会环境，推选罗伟
特等多名在开平就业创业的人才获评2022年
江门市“侨都工匠”，加强典型优秀人才的宣传

报道，营造爱才惜才用才敬才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开平市人社局将持续在优化人才

政策环境、拓展人才发展空间、搭建人才成长平
台上综合发力，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助

力开平市打造成为产才融合的宜业宜学宜居之
城。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敖转优）“‘农技
轻骑兵’真是及时雨，多亏他们送来了技术和政
策帮扶，让我吃下了晚稻稳产保收的定心丸。”
10月20日，面对一大片金灿灿即将收割的晚
稻，塘口镇水稻种植户陈奕伟露出了笑容。从9
月开始，开平市晚稻全面进入破口扬花期，同时
迎来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开平市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农技轻骑兵”下乡服务活
动，保障晚稻正常生长，力保晚稻稳产农户保收。

此前，晚稻破口扬花期适逢冷空气频繁来
袭、稻纵卷叶螟发生严重，陈奕伟等水稻种植户
对晚稻后期田间管理很是着急。晚稻种植是开
平粮食生产的重头戏，为切实抓好晚稻后期田间
管理，提高田管技术到位率，开平市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水稻
种植户支招。

在陈奕伟的农田里，开平市农业综合服务中
心派出的“农技轻骑兵”从防风保温、施肥保产、
虫害防控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为晚
稻丰产增收保驾护航。

“冷空气频繁来袭，及时采取防风保温措施，
可有效降低寒露风的危害。”开平市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农艺师戚文辉介绍，在寒露风来袭前，可
灌水保温，待寒露风过后逐渐排干；寒露风期间，
进行叶面喷水可防止叶片干枯、促进扬花授粉。

“寒露风影响水稻叶片、根系生长，进而影响
稻谷的灌浆结实，及时补充营养，可起到保叶保
根保丰收的作用。”开平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
艺师黄桂花介绍，在寒露风来袭前，适施壮尾肥，
可提高晚稻抽穗期间的抗寒和抗风能力；寒露风
过后，根外施肥可提高结实率。

“稻纵卷叶螟普遍发生严重，近期冷空气频
繁来袭，有利于稻纵卷叶螟再次迁入为害。”开平
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劳育英说，科学用药
可最大限度降低稻纵卷叶螟对剑叶的危害。

“近期，我们加强技术指导，及时组织‘农技
轻骑兵’进入田间地头，并通过微信群等多种渠
道发布晚稻后期田间管理技术信息，提高关键技
术到位率和覆盖面，帮助种植户科学用药。”戚文
辉提醒广大农民朋友，虽然目前晚稻长势喜人，
但是同样要加强田间巡查管理，做好应急防控、
统防统治，对病虫害做到应防尽防，确保粮食丰
产丰收。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农业科技现代化，
重点在农业科技推广应用，进村、入户、到田，被
称为农技推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开平市通
过创新农技推广服务方式，统筹各级农技公共服
务和社会化服务力量，围绕产业发展和技术需
求，组建“农技轻骑兵”，开展农技服务乡村行，送
技术到田间地头，让种植户尝到了甜头，也为丝
苗米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鱼菜共生”项目获江门市留学归国人员创新创业项目资助

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开平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标准化、便利化

让群众企业办事舒心暖心放心

“非常感谢你们，这次专程
来为我们办证，上门服务太及
时、太暖心了！”日前，开平市民
何先生在医院ICU病房前，对上
门办证的开平市行政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表达感谢。

当天上午，家住开平市水口
镇的何先生来到开平市行政服
务中心导办窗口咨询。原来，他
的母亲需要办理不动产继承转
移登记，但老人因突发疾病在医
院ICU病房住院，无法亲自前来
办理手续。开平市行政服务中
心立即启动“特殊人群上门办”
服务程序，与何先生约定办理时
间，并现场初审办证资料。当天
下午，工作人员赶到医院ICU病
房，对老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询
问，发现老人意识清晰，沟通正
常，符合不动产继承转移登记相
关要求。工作人员按照法定程
序，帮助老人完成了不动产继承
转移登记手续。

开展“特殊人群上门办”服
务，变“坐等”为“上门”，开头的
这一幕正是开平市行政服务中
心便民暖心服务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该中心共收到群众表
扬信70封、锦旗7面、12345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表扬4次。

增强服务意识
严禁“态度冷漠，敷衍了事”
开平市行政服务中心对标广东省标杆

政务服务中心标准要求，强化行业规范，完
善政务服务大厅便民设施，推进政务服务智
能化、标准化、便利化。

该中心在配备轮椅、雨伞、便民箱等便
民设施基础上，增设“智慧助老”查验通道，
完善母婴设施，配备导办工作人员及智能预
约一体机等；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发挥党员
志愿者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具有开平政务
服务特色的志愿服务新品牌，展现侨都开平
志愿服务新亮点，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
走实，以实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该中心

被评为“2022 年江门市政务服务标杆大
厅”。

开平市通过政务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培
训和作风建设，加强对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工
作人员综合能力的培训，规范行为准则，严
肃工作纪律，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
杜绝出现“态度冷漠、敷衍了事”现象。

窗口工作人员统一着装、统一佩戴工作
牌，保持仪容整洁，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为市
民提供服务；明确要求窗口工作人员在业务
办理过程中如遇到特殊情况，需耐心、细致
做好群众沟通，严禁“态度冷漠,敷衍了事”，
杜绝因沟通问题而造成误解。在业务量相
对大、办理时间较长、容易引起群众不满意
的服务区域，开设一个专门负责解决“疑难
杂症”的“办不成事”窗口。因客观原因导致
事项“办不成”、群众有意见的，转移至“办不
成事”窗口进行统筹协调、专事专办，切实解
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当好群众贴心人
用心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开平市行政

服务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对服务事项
进行全面梳理，优化窗口服务流程，持续推
进“放管服”改革，优化流程，精简材料，缩减
时限，大大提高服务效率。推行开办企业1
天办结，港澳企业商事登记“零见面”“智能

秒批”；深化不动产登记集成服务改革，不动
产抵押登记1个工作日内办结；推出“线上+
自助”智能计税系统，集中办理开平全市社
保类业务，实现“社税同窗”，办事时间压缩
50%以上，创新“一窗通办”便民提效服务模
式。

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该中心坚持把“让群众
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群众
座谈会、网民约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
意见建议；查找不足和弱项，主动回应群众
关切问题，多渠道听取群众声音，做到民有
所呼、我必有应；设置意见箱，要求24小时
内回复市民留言；及时接听政务服务大厅来
电咨询，未能立即回复的，于24小时内回访
反馈。对于群众反映较多的“服务时间与市
民上班时间冲突”问题，该中心推出延时服
务，今年以来，共办理延时服务业务101宗、
周末“5+X”预约业务389宗、帮办代办服务
业务135宗。

当前，开平市行政服务中心以创建广东
省政务服务标杆大厅为目标，把创建江门
市级标杆的成果扎实应用在日常服务中，
推动政务服务大厅适老化、适残化改造，
切实提升政务服务大厅舒适度，优化业务
流程，加强规范管理，以智慧赋能政务服
务，树立湾区标杆，助力开平激发城市新
活力。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敖转优

开平推进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

打造便民高效
市场准入环境

赤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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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游产业

“农技轻骑兵”送技术到田间地头

种植户吃下
稳产保收定心丸

晴朗干燥 早晚清凉
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电用火安全多云间晴

晴雨表

江门日报讯（记者/敖转优 通讯员/王
成）据开平市气象局预报，未来几天，继续
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早晚清

凉，午间微热。天气干燥，请注意森林防火
和家居用电用火安全。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0月26日，晴，19-29℃；
27-28日，晴，21-30℃；
29日，晴间多云，21-31℃；

30日，晴间多云，21-30℃；
31日，多云间晴，20-29℃。
11月1日，多云间晴，20-28℃。

““鱼菜共生鱼菜共生””项目是循环农业技术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项目是循环农业技术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定位为规模化定位为规模化、、集约化集约化、、生态型生态型、、精品型的稻菜轮作种植基地精品型的稻菜轮作种植基地。。

开平市加强对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综合能力的培训，规范行为准则，严肃工作
纪律，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

开平市组建“农技轻骑兵”，开展农技服务乡
村行，送技术到田间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