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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比以前简化多了。”通州区中驭（北
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自己申请生产线技改，仅用一小时就办
妥了环评登记表备案回执。“要是在以前，
得现场提交入园证明、房产证明等至少 6 份
材料呢。”

2016 年以来，本市全面清理机关事业单
位、公共服务企业、社团、银行等各类证明，5
年时间，取消了311项证明。

“ 某 人 是 某 人 证 明 ”“ 某 人 被 狗 咬 证
明”……“奇葩证明”曾一度困扰市民。为了
从源头上减少不必要的“证明”，市政府审改
办首先明确了哪些是“真证明”，哪些是披着
合法外衣的“伪证明”。

“凡是企业和群众在申请办理生产生活
事务中，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企业
等机构要求申请人提供的、需要临时到第三
方机构开具的各类文书和盖章环节，均属于
需要清理的证明。”市政府审改办相关负责
人解释，凡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和国家行政机关文件中没有规定申请人
在申请办理某项事务中需要提交由哪一级
开具的证明，均为无依据的证明，应予以
清理。

证明用不用开，根源在于政府“不再
要”。基层证明几乎遍及一个人从生至死，包
括户籍身份、婚姻家庭、住房服务、社会保障
等方方面面，而要求基层开证明的单位涉及
市区两级政府部门，以及法院、群团和银行、
保险、民航、铁路等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于
是，清理证明从行政机关等办事机构“不准
要”的角度入手，谁设定、谁清理。

被收养人投靠养父母入户需共同生活证
明、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在京中高职考试要找
街道或乡政府开资格审核单；老年人申请补
办结婚登记时，需提交由街道办事处、社区居
委会开具的夫妻关系证明；申请减免有线电
视收视费，需提交由居住地物业或居委会开
具的未居住证明等……改革后，类似的证明
相关单位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当事人也就
不用再找基层开了。

减证后，社区减负成效尤为明显。“现在
我们一个月开不了几个证明了。以前，几乎
每天都有居民来找街道、居委会开五花八门
的证明。”一位街道办主任告诉记者。数据显

示，5年来，由基层居（村）委会开具的证明已
从原来的74项减少至3项，累计取消71项，精
简比例为96%。

清理证明工作基本每年启动一批。2016
年第一批清理 74 项，2017 年取消 77 项，2018
年清理 53项，2019年两批分别取消 49 项、24
项，五批“减证便民”事项达到 277项，精减比
例达 84%。至此，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和
水、电、气、有线电视等公共服务企业设定的

证明全部取消。今年以来，本市再度取消 34
项证明，其中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等社会
组织要求开具的 15项证明，以及银行设定的
证明19项。

当然，清理证明不是简单的“一取了之”，
本市从转变政府职能、方便群众办事的角度，
针对每一项取消的证明都明确了替代方式，
比如改为告知承诺的方式替代办理，发挥个
人诚信作用；政府部门内部调查核实情况或

信息共享的方式替代办理。“就是从‘老百姓
跑腿办’变‘信息跑路’或是‘部门协同’，从而
提高办事准备效率。”

为了巩固“减证便民”成果，本市严格实
施目录管理，确保证明事项只减不增。如今，
市民可在政府网站、政务服务大厅等快速查
询到本市取消证明目录、保留证明目录和村
居日常开具证明目录。下一步，本市还将清
理规范企业上市过程中的证明。

本市5年取消311项办事证明
基层证明精简96% 市民办事方便了

本报记者 任珊 陈施君

城市副中心各相关部门在服务方面不断做加法，手续办理上做减法。记者 常鸣/摄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近日，随着司空
分署街、大成街两条道路电力架空线杆塔
拔出，“三庙一塔”周边电力架空线入地改
造工程全部完工，以往散乱立在路边的柱
上变压器、空中杂乱无章的“蜘蛛网”不见
了，区域面貌焕然一新。

“三庙一塔”周边电力架空线入地改造
工程实施范围北至大成街，南至司空分署
街，东至北大街，西至西塔胡同，面积约

25000平方米。昨日，记者在大成街看到，
原本约 50 米一处的杆子和杆子上密密麻
麻的线路不见了，道路一下子敞亮了许
多。“以前各种线一刮风晃晃悠悠，美不
美观先不说，感觉也不安全。”69 岁的刘
秀华老人已经在这里住了 30 多年，他说，

“架空线入地后，这条老街的风韵更加浓
厚了。”

区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改造工程最大的困难是电力设备选址，因
为最窄的路段只有 2 米多宽，为了让改造
后的电力设备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他们
将变压器设计安放在沿街建筑中，并对房
屋进行专业修复，实现“隐形化”。记者在
大成街看到，变压器被挪进一处腾退的房
屋中，从外面几乎看不出，既保障了安全，
又让出了更多的胡同空间。

据介绍，今年开始，城市副中心本着

“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先易后难”的原则，
积极推进“三庙一塔”周边电力架空线入地
改造，经过土建、电气安装、拔杆、步道敷设
等施工，于近日全部完工，敷设管道1400余
米、步道1000余米，安装路灯15盏，拆除原
有线杆 67根，消除了事故隐患和道路空间
的视觉污染，为把三庙一塔区域打造成为
运河文化集中展示区和国家级 5A景区奠
定基础。

区域面貌焕然一新 老街风韵更加浓厚

“三庙一塔”周边电力架空线全部入地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记者昨日从区
投资促进中心获悉，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
非银行支付机构——易宝支付有限公司落
户运河商务区，注册资金 1亿元。未来，易
宝支付将围绕现代支付、征信领域带动相
关企业发展，在城市副中心打造金融科技
产业聚集地。

据介绍，易宝支付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7 月 2 日，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支
付、移动电话支付、货币汇兑、银行卡收单
等。其总部位于北京，全国设有 30家分公
司，是中国领先的非银行支付公司，专注于
提供行业整体解决方案，让支付更加便捷、
安全、智慧。

易宝支付的落户是运河商务区筑巢引
凤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运河商务区

承担着构建“总部经济”、“财富管理”两
大产业集群的重任，未来是承载中心城
区商务功能疏解的重要载体，将建成以
金融创新、互联网产业、高端服务为重点
的综合功能片区，集中承载服务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金融、高端商务功能。运河
商务区将以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和财富
管理为重点，发展新兴金融服务产业，积

极引进创新型企业总部和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

目前，已有三峡资产、中银集团投资等
11家企业在运河商务区购置楼宇，绿色金
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业之峰集团等 6
家企业租赁办公用房，并带动华夏银行理
财、中美绿色基金等企业在运河商务区注
册成立。

北方最大非银行支付机构落户城市副中心
将围绕现代支付打造金融科技产业聚集地

2015年7月，北京率先在全国
实施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行动
计划，持续推动“规范化、连锁化、
便利化、品牌化、特色化、智能化”
发展。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获悉，
计划实施以来，截至今年 9 月底，
全市共建设提升蔬菜零售、便利店
（超市）、早餐、家政服务、洗染、美
容美发、末端配送等基本便民商业
网点 6000 多个，累计培育了 6000
余个标准化门店，培育 10 条生活
性服务业示范街区。其中 2020年
以来，全市建设提升基本便民商业
网点1130个。

社区全覆盖 各类蔬菜
零售网点达9000多个

“来一个红心柚子，再挑两个
香梨，我看那边的鸡翅也挺新鲜
的。”住在通州区梨园镇李老新村
的赵洁丽习惯了早、晚来家门口的
果蔬店逛逛，顺便买回做饭的食
材。赵女士选择这家店的原因很
简单，在她看来，店面干净、环境
好、东西齐全是首选因素。“出了小
区大门就是果蔬店，我这个人爱干
净，所以我逛店也喜欢选择干净卫
生的。”

这只是本市加大蔬菜网点建
设的缩影。为持续推动蔬菜零售
网点布局，市区两级商务部门采取
多种形式鼓励支持大型超市、生鲜
超市、社区菜市场、蔬菜零售店等
蔬菜零售网点建设。目前，本市各
类蔬菜零售网点已达 9000 余个，
其中连锁品牌零售网点已达 3000
余个。目前本市蔬菜零售网点已
达到全市社区全覆盖，实现居民

“15分钟生活圈”购买生鲜蔬菜。

加大资金扶持 便利店
营商环境全国第一

每天早晨，通州区新华西街的
便利蜂店内都会迎来大批上班族，
热腾腾的包子、豆浆等早餐，陪伴
人们开始新的一天。这家便利店
今年 7月 9日正式营业，除了日常
商品外，还提供早午餐，为附近居
民带来了便利。

受气候条件影响，相比南方城
市，北方城市在 24 小时便利店发
展上受到天然挑战。为鼓励便利
店加速开店，本市大力优化营商环
境，为企业提供多种扶持。

据悉，市商务局和市发展改革委统筹商业流通
发展资金和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加大对
便利店建设的支持力度，其中，商业流通发展资金按
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50%，且单个企业最高 500 万元
给予支持，同时对搭载蔬菜零售、早餐、针头线脑等
服务的便利店给予租金补助；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
金按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给予支持。特别是今
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便利店
项目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对其支持比例上限由原
50%提高至 70%。

截至今年 2 月底，本市各类便民店（含连锁便利
店、小杂货店等）2万余家，其中品牌连锁便利店达到
6000余家。(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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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两个脚掌都能正常着地了，慢慢走没问题。”在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一家康复医
院，5岁的小亮（化名）正在康复医生的指导下，一遍遍练习贴墙走、蹲下走的动作。他
的外婆紧紧拉住通州区卫健委工作人员的手，握了又握，感激不尽。

时针拨回到2019年4月12日。沙发上，4岁的小亮手里攥着玩具，看着眼前十几张陌生
面孔一脸好奇。当天，通州区代表团到奈曼旗因病返贫的一户建档立卡家庭慰问。

“孩子出生时缺氧，现在智力没什么大碍，但就是走路踮脚。我们一直想做手术，可本
地治不了，医药费更……”一旁的外婆满脸愁云。

“您别急！我们帮您想办法！”通州区卫健委立即联系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10天后，小亮就被接到了北京。

经诊断，小亮患的是脑性瘫痪，左侧肢体张力增高伴运动功能发育迟缓 3年余。多位
专家为他集体会诊后确定了手术方案。5月 15日，由几位专家主刀的选择性脊髓神经后
跟切断术+椎板复位术开始了。

手术非常成功。考虑到出院回家路途遥远，术后最好平卧，通州区卫健委还协调出一
辆救护车，由医生全程陪同，平安到家。

从此，小亮成了这些通州叔叔阿姨千里之外的牵挂。
每次，通州医疗队到奈曼旗进行卫生帮扶，儿科医生都会到小亮家中看望，指导下一

步康复和治疗。
医疗帮扶中结下深情厚谊的故事，又岂止这一桩？在健康扶贫攻坚战中，京蒙两地上

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接力，为受援地百姓筑起健康防线。
潞河医院医生马红梅，在即将返回通州的清晨临危受命，与死神赛跑，救下凶险性

大出血休克的孕妇，最终母子平安；内蒙古风大寒冷，关节病人多，通州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医生李加明深入牧民家免费发放药品，用小针刀技术治愈了当地数百名患者，被
农牧民们亲切地称为“小李飞刀”。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来到受援地进行医疗帮扶的医生，都是部门科室的业务骨
干，也是健康扶贫的“主力军”。通过“传帮带”，他们把医疗技术倾囊相授，变输血为造
血，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

潞河医院泌尿外科医生陈冬，通过通州——翁旗医联体建设提升当地的基层医疗
水平。他为翁旗医院泌尿外科制定了常见病诊疗指南，还大量“带徒弟”。现在，他又
主动申请延期援蒙，重点培养徒弟的独立手术能力。

与陈冬一样申请延期的，还有来自通州区妇幼保健院的医生贾丽华。她在挂职的内蒙
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医院大范围开展了腹腔镜和宫腔镜手术，微创手术率明显提高。

数据显示，三年来，通州区在医疗扶贫方面累计投入 2249 万元，其中设备捐赠折合
2033万元，资金帮扶 216万，派出 200多名援蒙医疗技术人员，不但为内蒙古翁牛特旗、奈
曼旗、科右中旗解决了急需的医疗技术和器械设备，更让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北京专家
的优质服务，有效减轻贫困人口就医的经济负担，为预防和控制疾病，防止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贡献北京力量。

去年5月，小亮手术成功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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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投入京蒙扶贫协作资金359万元建设东明镇奈林卫生院，方便附近一万余人就医。

小亮在康复中心儿童区玩耍。

小亮定时接受康复训练。

科右中旗人民医院和潞河医院视频连线远程会诊。

通州区医生陈冬（中）倾囊相授医术，并且主动延长援助期，变“输血”为“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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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科右中旗的潞河医院骨科医生张亚奎（右）正在为患者耐心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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