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乡、职能部门接到热线电
话后，无论是否属于本部门工作
范畴， 都要尽己所能提供帮助，
不得推诿、拒绝。日前，记者从朝
阳区了解到，这种“谁先受理，谁
负责到底”的“首接责任制”在朝
阳区全面铺开。

首接责任单位 “负责到底”
接听热线快速办结

近日， 96105朝阳区政府热
线接到市民叶先生打来的电话，
称林萃桥地铁站北侧有几棵树
生长过度， 树枝长到了北五环
中路辅路上， 为来往的行人带
来不便。 工作人员记录后， 按
照区域和功能筛选， 将该问题
转交到朝阳区奥运村街道办事
处。 奥运村街道办事处成为了
“首接责任单位”。

接到转办件后， 奥运村街
道网格办工作人员马上核实此
事， 并与树木所属单位相关负
责人协调， 由其上报绿化部门，
得到批准后立即修剪树木。 从
问题反映到解决回复， 全程用
时不超过48小时。 随后， 96105
朝阳区政府热线工作人员还对
叶先生进行回访， 叶先生对此
事的处理方式和结果表示满意。

“本来应由绿化部门和树
木所属单位协商解决， 但我们
作为属地政府办事处 ， 又是
‘首接责任单位’， 我们就必须
要负责到底。” 奥运村街道办事
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负责人口中的“首接责任
单位”， 正是首接责任制中规定
的责任对象之一。 记者了解到，
首接责任制明确了 “首接责任
人”和“首接责任单位”两个对象
的职责，其中，96105朝阳区政府
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详细
记录来电人反映问题、来电人信
息，然后根据职责分工，第一次
通过电话或系统转办的责任单

位就为“首接责任单位”，该单位
将协调处理区政府热线转办事
件，对问题“负责到底”。

敷衍、 应付、 推诿工作
将追究首接责任人责任

朝阳区政府热线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朝阳区于今年6月份制
定并推出了《朝阳区政府各类电
话首接责任制管理办法》， 将首
接责任细化到个人或单位。为保
证首接责任制顺利实施， 朝阳
区还推出了考核评价办法及责
任追究机制。 首接责任人 （单
位） 对来电人敷衍、 应付、 推
诿， 或者对属于本单位职责范
围的， 未及时协调办理， 导致
贻误工作的， 责任单位纪检部
门将按照纪检监察工作条例 ，
追究首接责任人责任。

在考评办法中， 朝阳区将
热线受理工作中的 “诉求按期
办结率” “及时反馈率” “合
理诉求解决率” “办理情况契
合度” 和 “人民群众满意度” 5
个指标再次细化， 形成具体分
值， 考评成绩将纳入区政府对
各街乡、 各区级行政机关年度
绩效管理考评体系。

以首接责任制为核心，朝阳
区共下发了《朝阳区政府热线群
众反映问题办理工作实施办法》
《朝阳区政府热线群众反映问题
绩效考评办法》《朝阳区政府热
线各类电话首接负责制管理办
法 》三个文件 ，形成了 “明确责
任-监督考核-问题追责” 全流
程热线责任管理，构建出了一套
完整的首接责任制体系。

首接责任制推行5个月，效
果初显。据朝阳区政府热线呼叫
中心统计， 截至今年10月31日，
呼叫中心共受理市民各种诉求
279301件，同比下降了7.30%。 其
中，反映问题195534件 ，同比下
降了5.20%，办结率99.07%。

□本报记者 孙艳

作为首都市民的菜篮子、 米
袋子、 奶瓶子、 肉案子， 首农食
品集团一直坚持科技和品牌双轮
驱动， 强化食品安全管控体系建
设， 产品也一直深受京城百姓信
赖。 近日， 记者跟随 “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媒体走国企” 采
访团， 探访首农食品集团旗下的
峪口禽业， 看他们如何为家禽种
业注入 “中国芯”， 助力集团打
造北京农业的 “中关村”。

据悉， 我国是世界第一蛋鸡
生产大国， 但过去我国蛋种鸡生
产“只引不育、只繁不育”的现象
却普遍存在。“引进品种不能适应
我国复杂多变的饲养环境及国内
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
全球疫病的发生和国际贸易壁垒
的存在， 对我国蛋鸡市场稳定造
成巨大隐患。”峪口禽业董事长孙
皓表示， 唯有培育适合我国的蛋
鸡品种、 建立完善的良种繁育体
系，才能突破蛋鸡行业发展瓶颈。

在峪口禽业的生产车间里，
记者看到了刚刚破壳而出的小
鸡。 据介绍， 这就是峪口禽业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京红1号”。

“从2009年起， 我们已先后
育成京红1号、 京粉1号、 京粉2
号、 京白1号、 京粉6号等优秀蛋
鸡品种， 同时， 培育了WOD168
型小型优质肉鸡， 开创了我国白
鸡育种先河， 从根本上丰富了国
产家禽品种资源。” 孙皓说。

这些成果的出现， 得益于首
农食品集团以及峪口禽业在科技
创新方面的重视。 记者了解到，
作为 “育繁推” 一体化企业， 峪
口禽业在成功申请 “北京市蛋鸡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的基础上，

2012年成立企业为主体、 科研院
所 和 高 等 院 校 参 与 的 研 发 机
构———峪口禽业研究院。 研究院
确定了 “有思想、 有组织、 有流
程 、 有项目 、 有激励 ” 的 “五
有” 科技创新机制。

而现在， 峪口禽业在业内率
先开始 “产业+互联网 ” 的实
践 ， 创建云数据中心———金鸡
云， 利用智慧蛋鸡APP和流动蛋
鸡超市， 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服
务模式。

“线上， 智慧蛋鸡APP可以
为养鸡人推送其最需要的信息和
技术， 提供生产记录和数据分析
服务， 实现科学养殖； 通过 ‘坐
堂兽医’ 和 ‘专家门诊’ 即时解
决养殖者的 ‘疑难问题’； 同时，
提供农资集采、 农产集销服务。
线下， 流动蛋鸡超市将根据线上
服务需求， 组织实施精准化的技
术服务和物流配送服务， 解决农
资进村和农产进城的最后一公里

配送问题。” 孙皓表示， “养殖
户只需要做三件事 ， 那就是喂
料、 捡蛋、 清粪， 就能实现快乐
养鸡、 轻松卖蛋。”

峪口禽业在推进科技自主创
新， 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
物物种等方面的成就在首农食品
集团并非个例。 据悉， 通过集聚
科技创新带头人、 专家， 持续加
大科技创新投入， 首农食品集团
已经搭建包含多个国家级和部市
级在内的50个科研创新平台， 对
牛、 猪、 鸡、 鸭等主要畜禽种业
“全覆盖”， 持有专利超过600件。

“我们将畜禽种业视为企业
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产业， 坚定自
主化发展决心， 坚持自主创新发
展战略， 坚守国企责任， 牢记国
家 使 命 ， 打 造 生 物 种 业 中 国
‘芯 ’， 打造北京农业的 ‘中关
村’， 为我国种业快速发展提供
重要支撑。” 首农食品集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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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密云蜂农年均销售蜂蜜收
入约7000余万元 ， 现全区已有
362户低收入户实现养蜂脱低和
致富……” 11月8日至9日， 记者
从21世纪第三届全国蜂业科技与
海峡两岸蜂产业发展大会暨首届
北京密云蜂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
获悉， 这份 “甜蜜的事业” 不仅
增收效果明显、 品牌建设突出，
更在帮助低收入户脱低致富中发
挥显著作用， 真正实现了生态富
民的 “密云样板”。

据密云区园林绿化局局长于
庭满介绍， 目前， 密云蜂产业已
初步建成了集蜜蜂种业、 蜜蜂养
殖、 蜂产品深加工、 蜜蜂授粉、
蜜蜂文化和蜜蜂旅游等为一体的
完整的产业链条， 实现了产业的
集群发展。 区内4个重点合作社
拥有蜂蜜、 蜂王浆等生产线9条，
年加工蜂蜜5000余吨， 生产产品
品类达 30余种 ， 其中 “花彤 ”
“京纯” 等品牌在市场上颇具知
名度。 此外， 以 “蜜蜂大世界”
为代表的蜂产业文化园区， 集科

普、 旅游、 销售为一体， 也受到
中小学生和广大市民的喜爱。

于庭满告诉记者， 如今， 密
云蜂农年均销售蜂蜜收入已达到
7000余万元， 企业和合作社通过
产品深加工和品牌营销等实现收
入5000余万元 ， 总产值近1.2亿
元， 通过蜜蜂授粉促进果蔬增产
经济价值达8.5亿元以上 ， 生态
价值显著。 对老百姓而言， 密云
兼职养蜂农户年纯收入至少3万
元以上， 专职养蜂户年纯收入在
10万元以上， 养蜂大户年纯收入
就多达20万元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至今，
密云蜂产业解决了密云水库一级
保护区305户退耕禁养农民的转
移就业和增收问题， 使部分放牧
农户成功转型为养蜂户。 截至目
前， 密云区大力发展低收入户养
蜂，已成功使全区362户低收入户
实现养蜂脱低和致富， 为全国养
蜂扶贫工作树立了标杆、 作出了
示范，2017年该区养蜂脱低模式
被作为国家标准在全国推广。

在产业增收、 社会效益都成
效显著的情况下，21世纪第三届
蜂业科技与产业发展大会、 海峡
两岸产业交流合作论坛、 首届北
京密云蜂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正式
开幕。 这是密云首次举办的全国
性高峰论坛， 今后将每年举办一
次。 论坛邀请了全国蜜蜂行业的
领导、 专家、 学者、 企业家和养
蜂人共计600余人， 聚焦 “发展
蜜蜂产业， 共筑生态家园” 的主
题， 陆续开展包括报告、 学术交
流、 论坛、 大奖赛等活动。

于庭满说，未来，密云蜂产业
发展将以高标准打造具有 “国际
标准、国内一流、密云特色”的“中
国蜜蜂之乡”，形成“一带二区三
园”的产业布局，同时，将大力推
进蜜蜂小镇建设， 加大对现有蜜
蜂大世界文化产业园区、 白龙潭
养蜂一条沟等外部环境、 绿地广
场、商业服务及旅游设施、路线的
改造和升级，打造充满“蜂味”特
色民宿房屋、蜜蜂文化长廊等，使
蜜蜂小镇建设促进乡村振兴。

为家禽种业注入“中国芯”

“这是您的菜。”工作人员将
包有杏鲍菇、西红柿、秋葵、鸡蛋
菜盒交到用户手上。这是东城区
东华门街道和兄弟帮扶中心6年
来第307次为东华门地区困难家
庭送上爱心蔬菜。

成立于2012年的东城区兄
弟帮扶中心是一家爱心公益组
织。 2012年6月，东城区兄弟帮扶
中心与东华门街道签订帮扶协
议，启动“改善周末生活帮扶计
划”，即阳光菜篮子工程，每周五
为辖区近百户生活困难家庭送

去一份爱心蔬菜， 目前已有2万
余人次受益。 同时，兄弟帮扶中
心每年冬季还为地区的空巢、孤
寡、残疾、特困老人免费送爱心
白菜，累计赠送150吨，惠及万余
家庭；除送爱心蔬菜，多年来东
城区兄弟帮扶中心还为街道多
个社区免费提供理发、 修脚、修
水管等便民服务。

阳光菜篮子工程最初在东
华门街道南池子社区开展，现已
拓展至黄图岗、东厂等8个社区，
受益人群从10户增加到93户。

“甜蜜的事业”助力生态富民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东华门困难家庭收到免费爱心菜

首农食品集团打造北京农业“中关村”

政府热线转办事件“谁先受理，谁负责到底”

朝阳区推出首接责任制

密云举办首届蜂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