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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医疗保障局制定《2022年度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

年底前确保省本级全面实行
“窗口无否决权”服务

声明
铭军实业（吉林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章（注册编码

2201512838977） 及 法 人 高 玉 芬 章 （ 注 册 编 码
2201512966296）均已丢失，声明作废。

为认真落实全国深化
“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及全省深化“放管服”改革视
频会议部署安排，切实优化
我省医疗保障系统营商环境
评价的各项指标，推动吉林
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据相关
要求，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制
定了《吉林省医疗保障局2022
年度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明
确，进一步规范相关服务的标
准和流程，优化完善相关配套
机制，2022年底前，确保省本
级全面实行“窗口无否决权”
服务，推行告知承诺制和容缺
受理服务模式。

《方案》提出主要任务，
一是健全完善政务服务机
制。深入推进“窗口无否决
权”服务机制，进一步规范相
关服务的标准和流程，优化
完善相关配套机制，2022年
底前，确保省本级全面实行

“窗口无否决权”服务，推行
告知承诺制和容缺受理服务
模式，细化办事承诺方式和
承诺事项监管细则，编制建
立可容缺受理事项清单。进
一步清理证明事项，及时动
态调整公布证明事项清单，

巩固证明事项清理工作成
果，防止各种“无谓证明”“烦
民证明”明减暗增、死灰复
燃。

《方案》要求，严格执行首
问负责、一次性告知和限时办
结等制度,方便参保人办事。
设置帮办代办窗口,为老年
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帮
办代办服务。设置“跨省通
办”窗口,提供异地办事服
务。线上线下并行提供服务,
满足参保人的多样化办事需
求,对已实现线上办理的政务
服务事项,原则上同步提供线
下窗口办事服务,由参保人自
主选择办理渠道。

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
建设。规范网上办事服务，整
合政务服务移动端应用，更多
实现网上办事“一次注册、多
点互认、全网通行”，强化数字
化治理和服务能力建设，促进
政务数据共享、流程优化和业
务协同，推动政务服务线上线
下整体联动、全流程在线。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探索在更多行政执法领域实
行“首违不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暑假带娃“泡”书店品书香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走访
长春市区多家图书馆、“网红”书店等
发现，现场人气相当旺盛，暑假带娃

“泡”书店成“度假”最佳方式。暑假
期间，不少书店的日均客流量是放假
前的两到三倍，而图书馆的借书量也
翻了一番。

7月14日上午，记者在繁荣路上

的一家书店内看到，这里人气很旺，
许多学生在这里看书或者玩益智游
戏。书店里开放着空调，十分清凉，
学生们一边“蹭书”一边“蹭凉”，很是
惬意。

据了解，暑假到来后，长春市各
书店、图书馆每周都推出不同主题的
活动和文化沙龙，如音乐、绘画、书法

沙龙等，读者可以免费参加体验。
为了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实体

书店、图书馆在环境、配套及服务等方
面不断丰富升级，吸引读者前往阅
读。不少家长表示，带孩子在书店里
看书可以让孩子的暑假过得充实而有
意义，不仅如此，家长也可以跟着“充
电”。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刘佳雪

长春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枢纽站
开展学习党史主题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
史，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长春公交集
团北达汽车公司枢纽站全体
党员开展学习党史主题活动，
为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指
明了方向。

全体党员面对党旗，在党
支部书记的带领下，重温入党
誓词,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
宣誓声表达了对党忠诚，时刻
牢记党的宗旨，坚定跟党走的
决心和勇气，始终牢记走在前
列的使命担当，用行动践行对
党和人民的誓言。

长春公交集团西昌汽车公司G7路车队
开展老年卡规范使用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节能挖潜、降
本增效，规范市民对老年卡
使用情况，营造公平、舒适的
乘车环境，近日，长春公交集
团西昌汽车公司G7路车队
在线路站点开展了老年卡规
范使用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G7路车队
工作人员冒着大雨积极化身
宣讲员走到公交站台，走进车

厢里，以“零距离”的沟通方式
为乘客们分发印有“老年卡规
范使用须知”的传单，用展板
为路过的乘客讲解老年卡的
使用注意事项，为老年乘客打
伞，搀扶他们上车。乘客们纷
纷对车队的这一活动表示认
可，真正保障了老年乘客使用
老年卡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维
护了乘车的公平环境。

长春新区:

高标准规划建设“长春药谷”
规划面积18.4平方公里 总体规划建设“一港一镇一园”

14日下午，长春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召开打造“长春药谷”推进长春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新闻发布
会，长春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华景斌介绍了长春新区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谋划新
发展蓝图，高标准规划建设“长春药
谷”，扎实推进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的相关情况。

据了解，长春新区组建以来，始
终紧紧围绕国家赋予的“创新经济
发展示范区、新一轮东北振兴重要
引擎、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重要平
台、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战略定
位，聚焦在“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
战略、“六城联动”等省市重大战略
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依托产业基
础、资源禀赋和创新优势，大力推动
医药产业向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
发展，全区集聚了长春高新、金赛药
业、百克生物、迪瑞医疗等一批行业
领军企业，形成基因工程、生物疫
苗、现代中药、高端医疗器械及材
料、化学药品生产研发等多个特色
细分集群，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医药
产业链条和产业生态体系，2021年
生物医药产值实现223亿元，占全省
30%、全市80%，在“全国生物医药
园区产业竞争力排行榜”中位列全
国第10位、东北地区首位。

2022年4月，长春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正式获批，新区以此为重要
契机，聚焦为自创区建设提供有效
载体，支撑吉林创新型省份、长春科
技创新城建设，通过强化与国内外
龙头企业、研发机构、CDMO企业、
检验检测机构合作，构建药物研发、
产业化中试、药品生产、药品流通等

产业价值链条，高标准打造规划面
积18.4平方公里的“药谷”。

建设“长春药谷”，打造“世界级
医药创新高地、国际医疗合作先行
区、全球医药人才双创新城、吉林省
医药健康走廊主引擎”，既是长春新
区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创新驱动”
和“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重要体
现，也是新区全面落实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推动吉林“医药强省”、
支撑吉林创新型省份建设的重要载
体，同时也是落实“六城联动”战略
部署，推动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的重要支撑。

“长春药谷”采用“政府主导、市
场运营、多方参与、专业服务”的运
营理念，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
选址建设在北湖科技开发区东北
部，规划面积18.4平方公里，距离龙
嘉国际机场20公里，毗邻长春国际
陆港，列入规划的长春轨道交通8号
线延长线将直达“药谷”，区位优势
较为明显。总体规划建设“一港一
镇一园”。

“一港”即“未来医药港”。围绕
“药谷”西南5.4平方公里区域建设，
是“药谷”核心引擎区，重点以积极
融入国家战略布局为引导，在国家
药械审评制度改革、中药现代化引
领、新药创制、未来医疗医学应用等
方向，集成国家级道地药材交易中
心、中药文化中心、真实世界研究中
心等项目、平台、服务资源，重点发
展生物制药、现代中药产业。

“一镇”即“国际创智小镇”。围
绕“药谷”西北5平方公里区域建设，
以打造人才宜居宜业生态环境为重
点，以北部智慧人才社区为内核，建

设双创新城和医药人才创新港，通
过国际物流港开展国际、区域合作，
重点发展高端医疗器械和医药物流
产业。

“一园”即“绿色智慧化工新
园”。围绕“药谷”东侧8平方公里区
域建设，依托北湖精细化工新材料
产业园，以智慧园区、绿色园区为建
设理念，建设中试公共服务平台、智
慧园区管理平台和成果转化中心，
规划化学药品原料制造、化学药品
制剂制造、专用化学品制造、合成材
料制造四大功能区，重点发展化药
和新材料产业，为“药谷”创新智造
提供有力支撑。

围绕建设“长春药谷”，长春新
区将着力提升快速整合全球创新资
源、快速转移转化创新成果、快速切
入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核心、快速
落实国家战略、快速辐射全省的五
种能力，建设国家级道地药材交易
中心、吉林药械全球外包智造中心、
全球生物医药供应链服务中心、中
医药智创中心、未来国际医疗医学
研究中心五大功能中心，落实建设

“大平台”、集聚“国家队”、拓展“科
研圈”、打造“人才港”、发展“新经
济”五大发展路径。

未来五年，他们将努力实现“长
春药谷”产业规模过千亿，聚集医药
企业过千家，培育百亿级企业两家，
引入和培育高端人才团队100个，实
现医药研发人员过万人，开发就业
岗位5万以上，实现一类新药证书10
个以上，医疗器械注册数超过千个
等发展指标，打造立足吉林、辐射东
北、影响东北亚的医药产业高地。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我省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人数
达11.36万人

记者从省乡村振兴局获
悉，截至6月底，全省脱贫人
口（含监测对象）外出务工就
业人数达11.36万人，占年内
任务数10.73万人的106%。

年初以来，省乡村振兴
局出台应对疫情影响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十一条措
施，印发做好脱贫人口稳岗
就业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
进一步细化落实外出务工交
通补助、鼓励省内企业吸纳
就业、支持引导就近就地就
业、合理开发公益性岗位临

时安置、优化帮扶车间认定
标准等一系列就业帮扶措
施，全方位促进返乡脱贫劳
动力和无法外出脱贫劳动力
稳定就业。同时，加大线上
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力度，
适时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等
帮扶手段，综合施策稳定脱
贫人口工资性收入。

据悉，在11.36万人中，
省外就业17482人，省内县
外12044人，就地就近就业
84078人。

吉林日报记者 孙翠翠

大人孩子一起“充电”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