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天白云常相伴，绿水青山
入画来。这是鹰城百姓共同的绿
色之梦。

为满足群众对生态宜居城市
的品质追求，2017年我市把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持续造林绿化、深化大气污染防
治、实施湛河流域综合治理等，在
保护环境中推进绿色发展。

规划引路，绿色发展
贯始终

虽然天气寒冷，但白龟湖畔
绿意盎然。

2017年，市委、市政府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实施了山
区生态体系建设、环城防护林及
城郊森林建设、白龟湖省级湿地
自然保护区植被恢复等重点生态
工程，努力打造“城镇村庄绿岛镶

嵌、山地丘陵绿衣相披、矿区塌陷
区绿色覆盖、道路水系绿网相织”
的山水森林城市景观。全市实际
完成大面积造林32.64万亩，其中
造林28.53万亩，森林抚育和改造
4.11万亩。

——启动生态廊道网络建设
工程，总规划面积1.76万亩，对全
市高速公路及国道、省道沿线和淮
河主要支流沙河、北汝河、澧河、洪
河等生态廊道树木保存率低的地
段进行补植完善。其中，市区周边
道路两侧要求栽植宽度100米以
上；河流生态廊道栽植宽度100米
以上。常绿与落叶树种相互搭配，
建成了一条条集生态防护和景观
休闲功能于一体的绿色廊道。

——以特色经济林建设工程，
推进经济林果、花卉苗木、林下经
济及林产品加工等为主体的林业
产业化体系发展。我市在市区北

部浅山丘陵区打造以薄壳核桃、
梨、石榴等经济林为主的特色经济
林基地，在沙河沿岸建设以桃、梨、
葡萄、李子等为主的名优特小杂果
基地，与近年发展的经济林连成一
片，形成了区域特色明显的名优经
济林观光采摘林业园区。

目前，我市林木蓄积量达816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32.4%，9
个县（市、区）创建成为省级林业
生态县（市、区）。

标本兼治，做好绿色
“加减法”

去年以来，我市持续实施蓝
天、碧水、乡村清洁三大工程。一
方面着力增绿扩绿，做好绿色“加
法”，另一方面坚持治、管、防、建
一体抓，重点对扬尘治理、工业大
气、燃煤污染、油气挥发、黄标车
老旧车淘汰、秸秆禁烧及重污染

天气应对实施攻坚，做好治污减
排的“减法”，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我市坚守生态红线和环境质
量底线，铁腕整治大气污染。省
定全市 11 台燃煤锅炉实现超低
排放改造、14台燃煤锅炉完成提
标改造；53台燃煤锅炉拆改任务
和3家钢铁企业提标改造、9家水
泥熟料生产线粉磨站治理、98家
VOCs企业治理全部完成。整治
取缔“散乱污”企业 8263 家。省
定全市7个洁净型煤生产仓储供
应中心、71个配送网点建设等燃
煤散烧整治任务全部完成；取缔
燃煤大灶 646 个，取缔经营性小
煤炉 1530 个；307 个施工工地严
格落实视频在线监控和开复工程
验收等制度，155个工地安装了视
频在线监控，269 个工地达到了

“六个百分之百”标准要求。

鹰城绿色“加法”除了增绿扩
绿，还致力于生态修复与补偿。

早在2013年，我市就向湛河
污染宣战。如今湛河综合治理
大头落地、成效明显。为实现

“河畅、水清、岸美、生态”的目
标，去年我市在湛河沿线大力实
施景观绿化工程，在湛河源头新
建马跑泉游园和分水闸游园、新
新路湛河桥两侧新建生态文化
公园、城区段新建乌江河口公园、
李苗路至凌云路段打造特色槐香
公园……特色各异的湛河生态文
化公园遍地开花，可新增绿地426
万平方米。

同时，我市全面推行河长制，
积极构建责任明确、分级管理、协
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
湖管理保护体制机制。去年，全
市列入国家黑臭水体治理的5条
城市河流已基本完成消除任务。
针对昭平台、白龟湖饮用水源地
整治，我市进一步建立健全了联
席会议制度，坚决取缔非法机动
采砂船、磁选船，开展植树造林，
落实休渔、增殖放流、隔离防护、
生态补偿等一系列措施，使水库
水质达标率保持100%，确保了饮
用水质安全。

转型升级，打造绿色
产业体系

在守绿护绿的同时，我市坚
定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理念，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
力推动生态与经济相融合，加快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去年，全市新增加千亩以上造
林大户4户，500亩以上造林大户
11户；面积在1000亩以上非公有
制林业户达到260户；从事苗木生
产销售人员达到4000多人，带动就
业3.5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以林下
种植与养殖相结合的发展格局。

为建立健全林业产业服务体
系，我市持续强化集体林权管理，
鼓励开展林地使用权流转、集体
林地抵押贷款业务，最大限度盘
活林业资源。目前，全市各级金
融机构累计办理林权抵押贷款业
务 1.85 亿元，抵押林地面积 3.43
万亩，金融扶持农户 1200 多户；
林业专业合作组织达80个，合作
社经营林地面积5万多亩。

如今，我市已发展速生丰产
林、高效经济林、木本油料林、生
物质能源林等30多万亩，形成了
森林旅游业、林下经济、苗木花
卉、食用菌、干鲜果、木材加工等
六大林业优势产业。

同时，我市坚持将扶贫开发
与加快生态建设、深化林业改革、
培育富民产业结合起来，积极引
导和扶持发展涉林企业，调整产
业结构，推动林业产业化经营，引
导贫困人口实现绿色转产转业。

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生
态文明建设这场持久攻坚战中，
我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步履愈加坚定、思路愈加
清晰。

（本报记者 张亚丹 实习生
毛之成）

“绿色”为底描绘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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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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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根据申请，依据《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核准以下机构迁址开业，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汝州市钟楼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41040018
许可证流水号：00588381
批准成立日期：1989-07-05
住 所：河南省汝州市丹阳东路兴福佳苑小区门口西20米路南
邮政编码：467000
联系电话：0375-4830081
发证日期：2018-1-19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汝州市王寨乡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41040095
许可证流水号：00588383
批准成立日期：2008-01-11
住 所：河南省汝州市王寨乡王寨村东坡十字路口南150米路东
邮政编码：467000
联系电话：0375-4830081
发证日期：2018-1-19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汝州市寄料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41040096
许可证流水号：00588384
批准成立日期：2008-01-11
住 所：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镇滨河苑小区门口东50米路北
邮政编码：467000
联系电话：0375-4830081
发证日期：2018-1-19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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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根据申请，依据《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核准以下
机构迁址开业，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
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寺沟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4104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588380
批准成立日期：1994-12-30

住 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新华路与平安大道交
叉口东 200米路北

邮政编码：467000 联系电话：0375-4830081
发证日期：2018-1-19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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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根据申请，依据《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核准以下
机构迁址开业，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
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钢市尚
店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41040025
许可证流水号：00588382

批准成立日期：1988-09-01
住 所：河南省舞钢市尚店镇中心街西段十字路口东50米路南
邮政编码：467000 联系电话：0375-4830081
发证日期：2018-1-19

实施商事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国务
院在新形势下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
职能、释放市场潜力的重大部署。市工
商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
围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
总体要求，锐意改革创新，狠抓政策落实，
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各项工作取得了重大
进展，较好地发挥了商事制度改革在全面
深化改革中的“先手棋”和“突破口”作用，
有力增强了我市经济发展活力。

在注册便利化改革上求实效

“过去，我们办营业执照需要跑很多
部门，每个部门都需要2-3天时间，太麻
烦。商事制度改革后，特别是实行‘三十
五证合一’后，原来需要到多个部门办理
的手续，现在到市工商局一个窗口就能
办完，为我们企业既节省了时间又节约
了人力和财力，真是太方便了。”去年 8
月 1 日上午，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工商
局举行的“三十五证合一”工商营业执照
颁发仪式上，外商投资企业叶县圣美源
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常嘉彦高兴地说。
的确如此，商事制度的改革给企业提供
了不少便利。

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市工商局
在完成注册资本实缴改认缴、放宽住所
登记、下放登记管理权限、“先照后证”、

“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等一系列商事登
记制度改革事项的基础上，从 2017 年 8
月 1日起，将发改委、公安、财政、住建、

商务、食药监、人行等 17个部门的 30个
证照进一步整合，全面实施“三十五证合
一、一照一码”，办理时限由过去一个月
甚至两个月压缩至 3个工作日甚至当场
办结，大幅缩短企业开办时间，真正实现

“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截至
2017年底，全市共办理“三十五证合一”
营业执照13407户。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提高工作效率，
2017年10月30日，市工商局正式启动企
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工作。目前，已基本
实现了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支撑的网上申
请、网上受理、网上审核、网上发照和网
上公示，突破了地域空间和办公时间的
限制，办事群众足不出户，在家中就可以
利用电脑、手机上网申办营业执照，无须
再到工商部门登记窗口提交纸质材料。
这标志着工商部门企业登记工作由传统
模式向现代化模式的跨越和升级，为企
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登记制度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新登记市场主体
保持旺盛增长势头。2017年，全市新登
记企业8200户、个体工商户28596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 428 户，其中新登记企业
同比增长 22.2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截至 2017年底，全市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17万户。

在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上下功夫

商事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打破

原有的桎梏，降低准入门槛，当然也不是
对市场放任不管。如何在“放权”的同
时，做好“严管”这篇大文章？为此，市工
商局按照商事制度改革的要求，积极探
索市场监管新模式，转变监管方式，创新
监管手段，逐步构建以“企业自治、行业
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为目标、以信
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

建设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市工商局加大资金、人力投入，克服技术
难题，建立完善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该系统包含了我市所有市场主体的
注册登记、变更注销、行政处罚等涉企信
息，具备公示查询、联动监管、决策辅助
等三大功能，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核
心需要和关键环节。公示系统上线运行
以来，全市累计访问量 30 万人次，查询
量 20万人次，已经成为社会各界了解企
业信息的主要渠道、评价企业信用的重
要依据、加强信用监管的基础平台，受到
了广泛关注。由于公示企业信息弄虚作
假、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
联系等原因，目前全市经营异常名录企
业 7918 户（次）被录入该系统并进行社
会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已
经在银行贷款、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
国有土地出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推
荐、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受到限制，初步
构建了“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联合惩
戒机制和信用监管格局。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双随

机、一公开”（随机抽取企业名单、随机抽
取检查人员，公开抽查检查结果）是政府
职能部门监管方式的又一创新，对于提
升监管的公正性、规范性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我市的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已经建成。2017年，对 1127家企业进行
了“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实现了工商随
机抽查事项全覆盖，将 126 户企业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并公示。

年报公示工作成效显著。年报公
示制度是信用监管体系的基础和核
心，商事制度改革后，企业不再向工商
部门报送年检材料，而是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自主申报年度报告，
并向社会公示。近年来，市工商局不
断完善工作机制，大力宣传失信产生
的惩戒后果，进一步提高了市场主体
年报的积极性，我市的年报公示率均
超过了改革前的年检率，其中 2016 年
度全市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
作社年报率分别达到 92.12%、97.08%和
93.99%，创历史新高。

在优化服务上做文章

发挥职能优势，服务我市转型发
展。市工商局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
坚持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参与全市深化改革
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国有企业管办
分离等工作，用精准高效的服务积极为
企业发展排忧解难。近年来，市工商局

先后为河南渝山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河南渝山城投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河南渝山城投金卡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等数十家重点招商企业，全面提供
政策咨询、注册指导和登记手续准备，倾
力助推投资项目快落地、早发展。

在我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大量
企业的手续需要变更，仅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就有 136 家企业需要注销，时间紧
迫，任务艰巨。市工商局急企业之所急，
立即启动“特事特办”程序，优化服务，强
化措施，依法清理“僵尸企业”300余家，
扎实开展去产能工作，为我市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作出了积极贡献。

加强窗口作风建设，提升登记服务
水平。市工商局以开展干部作风大整顿
为契机，从企业、商户最关心的问题入
手，在全市工商系统行政服务窗口推行
优质服务承诺制度，公开办事流程，推行

“一站式”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努力提
高行政服务效率。目前，工商审批事项
当天办结率达到 60%，提前办结率达到
100%。市、县（区）两级行政审批服务中
心工商窗口多次被评为优质服务窗口，
市局工商登记窗口被省局表彰为企业登
记工作先进窗口单位。

市工商局在服务中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以提升服务为抓手，设身处地为企业
着想，把企业的事情快办、办好、办成当
作第一目标。2017年11月，我市万达广
场距离开业时间仅剩几天了，但有十几

个外国品牌还没有登记注册，外国品牌
的各项资料需要到国外总部申请盖章，
程序烦琐，最少需要 15 天才能补齐，企
业负责人非常着急。得知这一情况后，
市工商局派人上门，现场指导，全程服
务，当天就帮他们办理了营业证照，解了
燃眉之急。

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推动平顶山产
品向平顶山品牌转变。市工商局制定了

《平顶山市实施商标品牌战略 2017-
2018 年行动计划》，持续加强对驰名商
标、著名商标和地理标志后备库的体系
建设，推动平顶山产品向平顶山品牌转
变。积极落实商标奖励政策，提请市政
府累计发放资金530万元，对全市1件驰
名商标、24 件著名商标企业进行了奖
励，有力调动了企业品牌创建的积极
性。2017 年，全市注册商标总量达到
11903件，其中新申请商标 6216件，同比
增长84.5%，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全市工商系统
干部职工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
围绕我市转型发展这一主题，立足工商
职能，主动履职尽责，向纵深推进商事制
度改革，坚持在“放”上求突破、“管”上求
创新、“服”上求提升，努力营造宽松便捷
的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和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为我市综合实力重
返全省第一方阵作出新贡献。

（本报记者 吴玉山）

市工商局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助推我市综合实力重返全省第一方阵
在深化改革上求实效 在强化监管上下功夫 在优化服务上做文章

9个县（市、区）创建成为
省级林业生态县（市、区）

林木蓄积量达816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为32.4%
造林28.53万亩

500亩以上造林大户11户

面积在千亩以上非公有制林业户达到260户

从事苗木生产销售人员达到4000多人
带动就业3.5万多人

新增

千亩以上造林大户4户湛河综合治理大头落地、成
效明显，特色各异的湛河生
态文化公园遍地开花，可新
增绿地426万平方米。

昭平台、白龟湖饮用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确
保了饮用水质安全。

生态文明

完成
大面积造林
32.64万亩

森林抚育和改造4.11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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