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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枢纽港口“北煤南运”繁
忙，优势产业加快延链集群，“一
季观光”转向“四季康养”……新
春伊始，渤海之滨，河北省秦皇岛
市高质量发展新潮涌动。

能源枢纽动力强劲
春节刚过，秦皇岛港区便开

始繁忙起来。在秦皇岛港煤五
期码头，先进的装船机以每小时
5000 吨的速度给一艘艘巨轮装
运煤炭。

作为我国“北煤南运”“西煤
东出”的重要枢纽港，秦皇岛港发
挥着“煤炭价格稳定器”和“北煤
南运蓄水池”作用。一艘艘“北煤
南运”的航船从这里驶出，劈波斩
浪，展现出经济发展的澎湃动力。

不只是能源运输，秦皇岛港的
集装箱业务也迎来好行市。日前，
由河北港口集团秦仁海运公司运
营的今年首班“新郁金香”轮顺利
抵达秦皇岛港。此次首班海上集
装箱航班进口舱位利用率达83%，
进出口总量达到419标准箱，进口
箱量首次突破200标准箱。这一
班次的进出口总量和进口箱量双
双创造该班次历史最好水平。

“明显感觉作业量增多，1月
份我装运两千多箱，比去年1月
份多干了三成”。秦皇岛港新港
湾公司岸桥司机于维龙，从 40
米高的驾驶室走下来已是晚上7
点。海风凛冽，却丝毫没有冲减
他心中的喜悦和集装箱码头上
作业现场的火热。

着眼于港城良性互动，秦皇
岛港加快转型发展，加快培育新
亮点，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大力
发展集装箱运输，开通海铁联运
通道。目前，已可同时执行内
贸、外贸运输业务。

集群产业提质升级

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铝车轮工
厂，智能机器人挥动着机械臂上
下飞舞，一只只汽车轮毂在流水
线上快速移动。“生产线满负荷生
产，每天下线产品出货量在40000
件左右，其中70%是国外客户订
单。”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包装
车间生产一科科长王帅帅说。

近年来，中信戴卡秦皇岛铝
车轮工厂积极推动人工智能、
5G、大数据等技术与产业深度融
合，促进提质增效。今年一开年，
这家工厂就迎来订单量增加、轮
型种类增多的良好生产势头。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负
责人介绍，目前开发区有6家车
轮企业，年产各类汽车车轮2680
多万只。开发区加快构建以汽
车零部件产业为龙头的产业集
群，聚焦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
特色产业，引导企业加速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走进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昌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眼前是一片赶制订单的忙
碌景象。公司董事长司徒军说，
2023年1月份公司葡萄酒销售收
入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11.5%，
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秦皇岛市昌黎县享有“中国
干红葡萄酒之乡”美誉。当地不
断优化葡萄酒产业布局，延长产
业链，县域内葡萄酒酿造企业已
达28家，发展葡萄种植基地5万
余亩，形成了集葡萄种植、葡萄
酒酿造、休闲康养等为一体的葡
萄酒产业集群。

旅游康养加快转型
走进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戴

河镇北戴河村，古朴的街道两
边，风格不同的民宿宅院错落有

致。春节过后，村里又有几户村
民开始跑办手续，准备将自家的
闲置老宅翻建成民宿。

“市里和区里大力发展康养
产业，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新机
遇，每年都有不少游客到我们村
休闲度假。”北戴河村党支部书
记李克宝说，全村已建成100多
家“特色小院”，涉及艺术研发、
精品民宿和研学基地等多类业
态。今年他们将继续发展民宿
产业，打造集现代农业、休闲旅
游、田园社区于一体的新农村。

北戴河区委书记韩恺说，依
托特色优势资源，新的一年，北戴
河区将继续推进康养项目加速落
地，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从夏季避
暑“一季观光”加快转向“四季康
养”，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

秦皇岛市环境优美，气候宜
人，发展康养产业的禀赋优势突
出。以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
新示范区建设为引领，秦皇岛市
发挥国家首批城企联动普惠养
老试点城市优势，精准对接京津
居民康养需求，培育壮大生命健
康产业，打造中国康养名城。

不久前，康泰医学医疗器械
产业园项目开工建设。在北戴
河新区全链条招商新模式的推
动下，这个项目从签约到动工建
设仅用时77天。

“以项目建设为突破口持续
推动生命健康产业发展，2023年
我们将继续大力引进、科学布局
医疗康养项目。”北戴河新区管
委会主任王占胜说，2022年北戴
河新区实施省重点项目 15 个，
投资完成率170%。今年将实施
更有“含金量”的优惠政策，吸引
国内外优质医疗康养资源加速
聚集。 新华社

强信心·开新局 增动力 延链条 促转型
——河北秦皇岛高质量发展涌新潮

海港区推出二十条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为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

解决困难，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助
力项目快速落地，海港区优化营
商环境办公室发近日推出优化营
商环境二十条措施。

建立 24 小时服务机制，引
导企业通过24小时自助服务设
备享受网上申报、打印领取营业
执照等服务。

压缩审批时限，企业开办设
立登记审批时限压缩至 2 小时
内，个体开办设立登记审批时限
压缩至1小时内，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表审批时限压缩
至5个工作日内。

拓宽“告知承诺制”的广度
和深度，对 73 个涉企涉民事项
可由依申请办理改为承诺制办
理；对功能单一的简易低风险普
通仓库、厂房项目，实行施工图
审查告知承诺制。

简化审批流程，对投资额
200万元以下或建筑面积1000平
方米以下的低层一般性工业厂房
工程，免于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对既有建筑进行建筑装饰
工程(不包括建筑装修内容)经建
设单位或产权人、使用人承诺后，
免于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无事不扰，非必要不入企执
法检查，杜绝“任性执法、选择性

执法、一刀切执法”。
建立“首违不罚”“轻微不

罚”“无过错不罚”事项清单，实
行“包容免罚”政策。

加大企业上市前扶持力度，
每年安排企业上市奖励扶持资
金 1000 万元，对拟挂牌上市企
业分阶段给予资金补贴。

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发行
金融债券，为有融资需求的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

积极帮助企业争取国家、
省、市各项涉企优惠奖补政策，
兑现上级奖补资金直达企业。

持续优化公证服务，实行公
证证明材料清单告知承诺制。
构建司法服务企业长效机制，为
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联系服务电话:3554897、
3024148。

落实区级领导和重点部门
包联制度，每月至少入企帮扶指
导1次，现场解决具体问题。

坚持定期召开企业家座谈
会，建立微信服务群，对企业反
映问题 2 小时内回复、2 个工作
日内答复。

落实差别化环保管控政策，
将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和工业
企业纳入污染天气应对重点保
障正面清单和企业“白名单”，在

落实好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启
动应急响应期间予以优先保障。

优化守信激励措施，对纳税
信用等级 A 级纳税人可一次领
取不超过 3 个月的增值税发票
用量，纳税信用等级B级纳税人
可一次领取不超过 2 个月的增
值税发票用量。

压缩出口退税办理时限，一
类企业由5个工作日缩减至2个
工作日，二类企业由8个工作日
缩减至4个工作日。

压缩用地组卷上报时间，区
本级项目用地组卷时间由原15
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

落实工业用地出让“标准地+
承诺制”制度，实现“交地即交证”。

开辟涉企“绿色通道”，企业
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无需预约，
即来即办。企业办理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抵押登记
业务时限压缩至2小时内。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选
聘10名企业家为营商环境义务监
督员，每季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开展营商环境视察、调研座谈。

拓宽举报投诉渠道，设立公
开举报电话:3550107、3553915，
对举报的问题必查必答必有回
应，一经查实严肃追责问责。

秦皇岛新闻网

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出炉
2 月 15 日，科技部和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分别发布
《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
测报告2022》和《国家创新型城
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2》，报
告发布了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
强榜。其中，河北有5地上榜，
分别是石家庄、廊坊、保定、秦
皇岛、唐山。

此外，国家创新型城市创
新能力评价结果显示，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南
京、杭州、广州、武汉、西安、苏
州、长沙、合肥和青岛。石家庄、

保定、秦皇岛、唐山和邯郸分别
位列第47、63、64、68和87位。

据了解，截至2022年底，科
技部共支持103个城市（区）建
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在创新型
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03 个创新型城市以占全国
51%的人口，汇聚全国 85%的
R&D经费（全社会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投入和72%的地方财
政科技投入，培育全国85%的高
新技术企业，产出全国81%的高
新技术企业营收，覆盖全国67%
的GDP。 爱秦皇岛

2022 年，全市共办理结婚
登记 12873 对，较 2021 年下降
近 10%。结婚登记数量连续 5
年下跌。

全市离婚登记 4840 对，较
2021年下降10%。

男性初婚平均年龄由2018
年的 27.4 岁增长为 2022 年的
28.8岁。

女性初婚平均年龄由2018
年的 25.8 岁增长为 2022 年的
27.3岁。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
近 5 年，我市结婚登记数呈每
年 10%递减趋势，相对稳定。
自2021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正式实施生效，“离婚冷静
期”来了，与 2020 年全市离婚

10211对相比，数量有了断崖式
的下降，效果非常明显。

2022 年，我市先后启动了
婚姻登记“市内通办”“省内通
办”，截止到目前，已办理异地
登记事项1254件，有效解决了
群众办理婚姻登记“多地跑”

“折返跑”问题，切实提高了婚
姻管理服务水平和人民群众获
得感。稳步推进婚姻登记历史
档案电子化，为下一步“跨省通
办”提供有力保障。推进婚姻
登记机关规范化建设，婚姻登
记机关有相对独立办公场所比
例达到87.5%，县级以上婚姻登
记机关设置有婚姻家庭辅导室
或颁证厅的比例已达到62.5%，
均超省定标准。

秦皇岛新闻网

我市2022年婚姻大数据出炉

个体工商户可变更经营者
根据 2022 年底施行的《促

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可以自愿变更
经营者。经过省级市场监督管
理平台的技术升级，变更经营
者的审批平台模块已于2023年
1月中旬正式投入应用。

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意识
不到这项改革的意义，但对于
个体工商户来说，这是他们期
盼已久的政策。以前个体工商
户要转手自己的店铺，需要先
办理注销手续，接手的经营者再
重新申请注册营业执照和办理
其他许可证，相关的行政部门工
作人员要对店铺进行现场勘查
是否符合开办条件，整个过程下
来需要7到10个工作日。

此外，这项政策实施前，接
手的经营者保留使用原有的注
册名称存在着困难和障碍。当
天同在窗口办理业务的方女士
对此感触颇深，她告诉记者，自
己家里原来有个卖肉肠的店
铺，经营多年已经有不错的知
名度和回头客，后来想要转手
给别人，对方看中的就是原有
品牌的知名度和客源，但当时
规定原来店铺的注册名注销后
一段时间内不能再被注册，给
自家和接手者带来不少麻烦。
窗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

已经取消了注销的营业执照注
册名一段时间内不能再次注册
的规定，但要求注册时在同一
类别内不能与其他注册名有重
字、重音，不能彼此包含。采访
时记者就看到一位申请注册营
业执照的经营者准备的几个名
字经工作人员在系统内查询后
发现都重复了，现场又起了七
八个名字才注册成功。

而在可以变更经营者后，
这个烦恼就没有了，“特别是一
些经营多年有知名度的老字
号，想转手他人或是经营者从
父辈变更为子女，不需要注销，
也不用担心名称被抢注，直接
继承了以前的牌子。”海港区行
政审批局个体业务指导科科长
苏晓丹说，个体工商户变更经
营者是以往办事群众的主要诉
求之一，经常有市民打电话咨
询。变更经营者的审批平台模
块投入使用后，在市行政审批
局的指导下，海港区行政审批
局与乡镇和街道的行政综合服
务中心共同研究办理流程和线
上线下操作使用方法，并向海
港区18个政务大厅的办理窗口
推广，以最快速度及时开展业
务。截至记者采访时，海港区
已办理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
业务35件。秦皇岛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