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看点

详见 A3➡一抹书香润乡邻

优化营商环境在行动

A1
中共如皋市委主办 如皋市融媒体中心（传媒集团）承办 新闻热线：0513-87658897 电子版：rgdt.cpcrugao.cn 图文投稿邮箱：rgrbyw@163.com □本版责编：吴青青

今日 4 版2024年5月24日 星期五
农历甲辰年四月十七

一 报 读 懂 如 皋

服务百姓的前沿阵地，群众接触
法律服务的第一站，开展人民调解等
司法行政工作的“一线部队”……如
今，司法所俨然成为推进基层法治建
设的主力军。

扎根于基层的司法所，是司法行
政工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
关键环节，是司法行政系统为民服务
的“前沿阵地”。近年来，我市聚焦“标
准化、法治化、数字化”建设，统筹推进
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四年行动”，积极
探索法治建设新路径、新机制，不断筑
牢基层法治根基。

旧貌换新颜
构建基层基础“新支撑”

鲜亮的徽章、宽敞的大厅、明了的
公示墙、规范的功能区……如今，这是
我市14个司法所规范统一的崭新形
象。

崭新形象的亮相，源于我市高品
质推动所容所貌建设。我市以“亮化
提质”为目标，推进标准化分类建设，
优化布局，对14个司法所外观标识、
硬件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司法所面貌
焕然一新。目前，各司法所规范设置
了法治服务区、纠纷化解区、执法管理
区三大功能区，优化了“四室五站点”
功能布局，分类建设率100%。

司法所不仅有“颜值”，而且有“内
在”。自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开展以来，
我市强化基层司法所人员配备，制定
工作标准，完善业务体系，优化管理流
程，指导基层司法所立标准、抓规范、
提业务，形成了管理有序、行为规范、
职责明确、运行高效的管理体系。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9个大型
司法所、5个中型司法所，创成全国模
范司法所1个。“现在，司法所硬件、软
件都升级了，我们做事干劲更足了，群
众办事也更方便了。”对于司法所规范
化建设，干警和群众纷纷点赞。

有为又有位
点燃循法依治“新引擎”

“网格员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
一起疑难矛盾纠纷，当事人选定镇司
法所资深调解员冒福来帮助调解。”日
前，丁堰司法所接到一起疑难纠纷调
解申请，面对群众的“点单”诉求，司法
所迅速派单。在调解员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的调解下，这场纠纷迅速降温，
成功化解。

矛盾快速化解的背后，是我市司
法所司法行政职能的充分发挥。我市
各司法所积极履行法治职能，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征地搬迁、农村
建房、土地界址等多发性纠纷解决。

今年以来，各司法所参与解决重点领
域突出问题61件，排查行政争议134
件，推动化解46件，全市涉行政争议
矛盾纠纷量、行政诉讼案件量较去年
同期分别下降了11.47%、45.56%。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市还
建设以司法所为中心的15分钟“公共
法律服务圈”，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法律
咨询、法律援助、涉企调解、合规指导
等法律服务。今年以来，基层司法所
法治营商服务团入企服务900余次，
为企业协调解决疑难问题156个。

数字化赋能
激发服务治理“新动能”

“你好，请问是刘红梅吗？”“是
的。”“你现在申请远程视频公证，我跟
你核对一下身份证。”这是近日发生在
城南街道司法所的一幕，也是我市聚
焦信息化转型、激发司法所服务治理

“新动能”的生动实践。
为切实提升“法治惠民”服务质

效，我市在司法所服务接待大厅统一
配备无人律师、自助矫正、远程视频公
证等智能终端设备，实现法治护企惠
民的“零距离”服务。同时，先后开发
矛盾风险隐患管理、12345协同监督
问效、综合执法案件管理等应用程序，
实现了法律服务“触手可及”、执法监

督“有的放矢”、矛盾纠纷“一网打尽”。
“如城街道某小区物业纠纷预警，

工单已流转，请如城街道及时处置、市
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跟踪督办。”日
前，市矛盾风险隐患管理平台发出橙
色预警信息，操作人员收到预警后随
即完成工单流转。市社会治理综合服
务中心联动督办人员收到预警提示
后，及时跟踪指导，通过多方联动打好

“组合拳”，使这起物业纠纷得到妥善
解决。

数字赋能纠纷化解。我市着眼基
层司法行政职能，加大纵向、横向的数
据交换力度，切实把信息化资源转换为
现实战斗力。今年来，融合建设的矛盾
风险隐患管理平台，共归集6类数据
100658条，提炼一般性以上纠纷1918
起，攻坚化解1398起，化解率72.89%。

如今，随着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作
用的日益凸显，我市司法行政工作的
社会影响力和公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发力，着力将司
法所打造成为基层法治建设平台、基
层依法行政参谋助手、预防化解矛盾
前沿阵地、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全面提
升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水平。”对于
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市司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杨明的话语铿锵有力。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通 讯 员朱 旭

本报讯（通讯员韦东娜 融媒体
记者周玲）近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信用与风险监管局印发了《关于
确定登记监管工作创新试点单位的通
知》，由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的探
索应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对

“一照多址”经营主体开展跨区域跨部
门监管项目被列入省级建立跨区域、
跨部门监管协作试点项目之一。

据了解，该项目对照省市“一照
多址”制度改革，围绕“放”得开更
要“管”得住的目标要求，结合我市
监管实际，应用“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的方式，对“一照多址”经营主
体开展跨区域跨部门监管，不断拓展
部门协同监管的领域和方式，推动违
法线索互联、执法标准互通、处理结

果互认，提高问题协同处置效率和联
动监管能力，充分释放协作监管执法
效能，进一步推动监管资源合理配置
和高效利用，提高监管工作的及时
性、精准性、有效性，做到协作机制
程序化、信息资源共享化、优势互补
常态化，逐步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监
管协作机制，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持
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
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部门联席
会议为纽带，通过协商会商、调研摸
排、实地走访等方式，全面掌握我市

“一照多址”登记备案情况，详细制
订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试点工作
目标，强化工作举措，细化进度安
排，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日
前，位于金鹰（如皋）产业园的亚太森
博（江苏）浆纸有限公司有31幢建筑
物已完成竣工验收，急需办理房屋所
有权首次登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
动对接，以“全链条”帮办代办服务为
该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您好，您的不动产权证书好了，
请看一下。”上午10时许，亚太森博
（江苏）浆纸有限公司融资经理傅佳丽
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领证窗口顺利领
取了公司新建厂房的不动产权证书。
从企业提出申请到成功领证，全程不
到两个小时。据了解，在该项目建设
前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就主动对接，
精准问需，为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登
记服务提供全方位保障。“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在了解到我们完成了竣工验收
之后，就主动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办理
不动产权证书，并向我们详细介绍了
帮办代办服务。”傅佳丽告诉记者，“在
这次办证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如皋有
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的企业也会跟
着如皋一起蓬勃发展。”

企业群众办事“无忧”的背后，是
政务服务在持续创优。今年以来，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持续强化“事前主动
办、事中全程办、事后跟踪办”的“全链
条”帮办代办服务机制，完成“交地即
发证”20宗，“拿地即开工”5宗，“竣备
即发证”10宗，“交地即抵押”2宗。同
时，不断优化工业项目分幢分层登记、
跨权属不动产登记等办理流程，让不
动产登记省时又省心。“企业如需办理
不动产登记事项，只需向帮办代办员
提出申请，我们会提供事前咨询、梳理
材料、实地查看、填写申请、递交审核、
领取证书等全流程‘管家式’服务，切
实为企业减负，助企业发展。”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徐丽说。

不动产登记关乎企业和群众的切
身利益，下一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
继续聚焦企业群众的急难愁盼，用心
用情用力推进“保姆式”全流程帮办代
办服务，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
们将进一步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
持续优化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登记服
务流程，让企业更好地享受更加便捷
高效的登记体验，为擦亮‘万事好通·
如皋如意’营商环境品牌作出应有的
贡献。”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陈春
健表示。 □融媒体记者吕丽

在中国经济一季报里，农业（种
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含金量
满满。3.8%的背后，是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的强劲势头。黑龙江蔓越莓、宁
夏枸杞、洛川苹果……一份份看似普
通的“土特产”正变成农民增收致富
的新引擎，成为乡村振兴的推动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近年来，我国乡村特色产业蓬勃
发展，很多地方的“土特产”成为农民
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奋进新征程，
要不断做大做优做强乡村特色产业，
让“土特产”成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推动
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3个字琢
磨透。”找准路子，在“土”字上谋出
路，在“特”字上求不同，在“产”字上

下功夫，打通“土特产”销售“最后一
公里”，让“土特产”成为“网红货”，激
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打造田野新“丰”
景，使农民在现代化农业中获得更多
红利。

在“土”字上谋出路。从“柞水
木耳”到“大同黄花”，从“柳州螺蛳
粉”到“盱眙小龙虾”……小小“土特
产”蕴藏撬动乡村振兴的大力量，要
找准独特的物产，让“土特产”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更有辨识度。搭乘
电商快车，让“土特产”走出“深闺”，
以屏对屏的宣传、点对点的物流，让
更多的“土特产”流向更广阔的市
场。“土特产”走出去，不仅是推销一
种产品，更是通过地域标识、制作方
法、包装设计等，推动乡村文化走出
去，在留住乡愁的“土特产”中，更好

地唤起乡思，赋予“土特产”更多新
内涵。

在“特”字上求不同。酒香也怕
巷子深，要让乡土货“飞”向全国，既
需要搭建电商平台，又需要叫响“土
特产”新名片。“网红”变“长红”，关键
在以质取胜，越是在销量不断上涨的
过程中，越是要严把质量关，保持品
质的稳定，才能从“一时红”变成“持
久红”。要找准乡村特色产业的定
位，把准前行的方向，增强吸引力，释
放消费力，让“土特产”成为“网红抢
手货”。

在“产”字上下功夫。“土特产”一
头连着群众增收致富，一头连着乡村
产业振兴。“土特产”最终要成气候，
达成利益长期化、最大化和富民效
应，就需要在发展中形成产业、形成

集群。在农产品附加值上做足文章，
三产加速融合，延链补链，乡村振兴
才能行稳致远。抓好农村电商、休闲
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发
展，支持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推动
实现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做好“土特产”大文章，在保持
“土味”、彰显“特色”、壮大“产业”的
过程中，提升竞争力、影响力，让广袤
乡村产业更兴旺，让广大农民生活更
富裕，一幅幅乡村振兴的新图景呼之
欲出。

“土特产”把牢农民增收“聚宝盆”
本报评论员





























 

践行人民至上 筑牢法治根基
如皋统筹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四年行动”

我市新增一个省级试点项目

“全链条”帮办代办
“解忧创优”让企业安心发展

茅雉河是我市历史悠久的天然河流之一。经过综合整治，茅雉河周
边的生态环境大为改善。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水环境质量提升工程，采取顺畅河网水系、
治理保护河道、修复生态环境等综合手段，在城市河道管护和水环境提
升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融媒体记者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