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8 城事·看点 2018年8月28日 星期二
责编 纪晓萌 美编 宁付兴 值班主任 姜瑞胜

□文/图 半岛记者 王丽平 报道
本报8月27日讯 近日，市民王飞

来到隐珠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咨询，他原
是东北吉林人，于2018年7月将户口迁
到现在的社区，因女儿一级肢体残疾，想
了解一下西海岸新区的救助政策。像这
种亲自到街道申请救助的情况，到9月
底前将成为历史。8月27日，记者在西海
岸新区召开的社会救助领域“一次办好”
改革工作现场会上获悉，全市将9月底
前实现社会救助事项100%网上申报作
为下一步工作重点。
为加快推进社会救助领域“一次办

好”改革，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切实打通“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
“最后一公里”，让困难群众办事少跑腿、
好办事。8月27日，全市在西海岸新区召
开了社会救助领域“一次办好”改革工作
现场会，并部署安排了下一步全市社会
救助领域“一次办好”六个大工作方向。
一是全面推行一次性告知。各基层

经办窗口对申请人需提交的救助申请材
料、申办程序等实行一次性告知。
二是全面加强救助政策公开。各区

（市）、镇（街）要对救助政策实行线上线
下全方位公开，各救助受理窗口要通过
大屏幕、明白纸等方式或在镇（街）、村
（居）等醒目位置通过公开栏张贴等方式
进行政策宣传，让社会各界随时了解和

掌握救助政策，便于困难群众申请救助。
三是全面推行减证便民。按照“五个

凡是”的原则全面推行社会救助领域减
证便民改革措施，切实抓好减繁缛环节、
减无谓证明，及时修订、完善面向公众的
各项办事指南。
四是全面推行代办服务。按照便民

利民的原则，建立代办（帮办）制度。对申
请人因身体、年龄等特殊原因个人申请
有困难的，实行代办、帮办。9月底前，各
区市要全面建立村（居）社会救助代办员
（协理员）制度；推行社会救助购买服务
机制，通过委托第三方上门服务等方式
解决特殊困难群众跑腿问题，实现申请
办理救助的困难群众90%以上能够一
次跑腿完成申报；其他因特殊原因无法
一次完成申报的，实行限期内代办、帮办
等措施，确保特殊困难群众不需二次跑
腿，同样“最多跑一次”完成申报。建立健

全主动发现机制，充分发挥村（居）委会、
驻村包村干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熟
悉民情的特点，对陷入生活困境的困难
群众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救助。
五是加快推进数据共享。以“互联网+

社会救助”为创新驱动，加快推进社会救
助数据互联互通，9月底前，社会救助事项
100%开通网上申报。拓展社会救助共享
数据源，提高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数
据共享交换支撑能力,实现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
六是全面实行“最多跑一次”。各区

（市）、镇（街）要进一步夯实“一门受理、
协同办理”机制，受理窗口要安排办事效
率高、服务态度优、工作作风强的人员，
为困难群众提供热情、高效、优质的服
务。9月底前，实现困难群众办事“只进
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隐珠街道服务大厅审核材料的墨香

路社区民政代办员王鹏告诉记者，实行
村（居）级代办制度后，救助群众来咨询
时，社区代办员要将需提交的材料以《社
会救助申请材料一次性告知书》的形式，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确保申请人了解申
请业务所需的全部材料，及时按照要求
备齐，交由村（居）级代办员帮着办理，不
但群众少跑腿，也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相关新闻
办业务一次办好
受益居民“没想到”

□半岛记者 徐玮苓 报道
本报8月27日讯 近日，来自肥城

的孔女士来到镇江路街道，“居民说不清
来办什么，只是说怀孕了，妇幼让来街道
办个本本。”卫计办工作人员说，于是工
作人员先细致问清孔女士情况，并查询相
关材料，最终确定了她是来办理生育登记，
最终孔女士只凭身份证办好了生育登记。
工作人员还给她一本《新市民指南》，告知
孕期、生育后需要办理的事项并发放明白
纸，还直接为她开具了《市北区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管理证明》。“没想到现在办理业务
这么简单，一次就办好了。”日前和孔女士
有相同情况的居民李先生带怀孕的妻子来
镇江路街道北仲社区办理生育登记，原以
为在妻子怀孕后，各项登记办理会让他“跑
断腿”，没想到只跑了一次，不仅登记办好
了，还了解到后续相关政策。
据了解，镇江路街道积极响应“一次

办好”改革，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
作效能，同时还制定了“一次办好”改革
便民的具体工作方案，确保实现零无误
“一次办好”事项全覆盖。街道还创新办
事模式，为不方便来街道办事的群众提
供事务“代办”等服务。

社会救助事项将全部网上申报
9月底前实现，《社会救助申请材料一次性告知书》让困难群众“最多跑一次”

□半岛记者 李晓哲 通讯员 路航

科技创新是当前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和途
径，在2017年市政府部门“向市民报告、
听市民意见、请市民评议”活动中，有市
民建议推动科技创新使青岛率先走在前
列。近年来创新越来越融入全市各方面
的建设发展之中。市科技局从六个方面
认真办理，全市创新活力与日俱增。

■意见建议

建议政府各级各部门能够坚持将创
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支撑引领
作用，使本市能够在国家发展全局中挑

大梁、打头阵，率先走在前列。

■办理追踪
“三龙”深海驰骋

针对“依靠科技创新支撑新旧动能
转换”的建议，今年以来，市科技局不断
强化科技创新对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支撑
引领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效。
本市抓实海洋科技创新，积极对接

国家战略，加快形成一批高端引领的标
志性海洋科研成果与科技产品。海洋试
点国家实验室自主研发的万米级水下滑
翔机，在全球首次突破水下8000米持续
观测。大洋钻探船大科学装置项目获国
家立项支持。国家深海基地初步形成以
蛟龙、海龙和潜龙为代表的“三龙”系列
深海运载装备体系，积极推进可产业化
的轻型载人潜水器等项目，服务国家深
远海战略。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
获批筹建，打造辐射全国乃至全球的重
大海洋科技创新平台、人才高地和海洋
新兴产业培育基地。
抓实关键技术攻关方面，青岛围绕

省“十强”产业领域和市“双百千”工程，
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生
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海洋五大产

业技术攻关，精准发力、重点突破。20个
项目获国家、省重点研发计划立项，获
1 .43亿元资金支持。

高企认定一年三批

科技企业培育是重要一环，青岛继
续发挥大企业创新领跑作用，海尔价值
链协同业务科技资源及服务集成技术,
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1743万元
经费支持，海信集团进军“汽车自动驾驶”
领域，在智能交通、智慧医疗等领域引领
行业发展。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高企
认定批次增加到一年三批，第一批高企申
报数量达588家。出台实施科技型企业培
育“百千万”工程的意见，1671家企业纳入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1212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75%扣除
的税收优惠，加计扣除额16 .1亿元。
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本市制定济青

烟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方
案，加快推进示范区建设。起草青岛市鼓
励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若干政策等文
件，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问题。国家
海洋技术转移中心加快建设蓝谷海洋技
术转移中心，逐步形成“一总多分”的海
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加快推

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积极开展国家专
利运营试点，上半年全市发明专利申请
量、授权量分别达到11528件、3290件，
均占全省1/3左右。

做强科技金融股权融资服务

青岛坚持做强科技金融股权融资服
务，扩大股权融资规模，孵化、天使等各
类基金总数达30只，累计为251个科技
项目投资10 . 3亿元。上半年政策性担保
公司支持8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增担
保贷款2 .9亿元，累计为542家次科技型
中小企业提供18 . 1亿元信贷支持。专利
权质押保险贷款新增授信企业19家，金
额5400万元，累计为97家次企业提供
3 . 24亿元贷款。上半年科技金融投保贷
联动为1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4570
万元资金支持。
科技体制改革将推动更加深远的创

新势能。本市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
改革，建立更加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
管理机制。完善科技人才政策服务环
境，推进科技管理改革，加强对产业发
展的全链条设计和一体化支撑。强化
科技创新统筹，形成推动新旧动能转
换的强大合力。

上半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1528件
市科技局突出创新引领强化科技支撑，为新旧动能转换注入更强内生动力

隐珠街道新华路社区工作人员为社区居民办理《社会救助申请材料一次性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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