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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累计建成
213个便民生活圈
覆盖346个社区

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惠民生、暖民心的重要举措，也是促消
费的重要抓手。11月13日至14日，全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西北片区交流现场会在兰州举办。西北片区各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商务部门就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进行了交流发
言。截至目前，甘肃省6个试点城市已累计建成213个便民生活圈，
覆盖346个社区，商业网点6.8万多个，服务社区居民330万人。

1 零材料申报？没戏！

A 甘肃省推荐6城市获批国家试点

B 把便民生活圈建成群众“家门口”的“幸福圈”

C 数智赋能实现便民生活圈走向“指尖”

零材料申报、代评包过？
这些职称骗局要小心

“8000元免试评定”“专属通道，不过保退”……多地密集开展职称评审工作
之际，一些中介机构声称可以提供“一站式”“一对一”职称代评代办。对此，人社
部门提示：职称评审有着规范程序和标准，代评包过是骗局要小心。

2 材料造假、暗箱操作？严查！

3 自由职业者能参评？可以！

据介绍，甘肃省商务厅坚持牵头
主抓、统筹调度，联合民政、住建、卫
生、教育、市场监管、邮政等部门，出台

《甘肃省支持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若干政策措施》，从完善基础设
施、推动扩容升级、丰富平台载体、加
大扶持保障四个方面提出 16 条措施，
同时积极推动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和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建设、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衔接融
合，结合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商
务+”系列促消费活动，举办第二届全
省“一刻钟便民生活节”，促进资源共
享，增强叠加效应，提高工作质效，推
动“便民圈”与“消费圈”“养老圈”“文
旅圈”“数字圈”等同创共建，建圈、补
圈、强圈步伐明显加快。

据了解，省商务厅先后指导并推荐
兰州、酒泉、张掖、天水、金昌、嘉峪关获
批国家试点，推动兰州市列入首批全域
推进先行区试点，启动10 个市州省级
试点建设（含5个国家试点），国家和省
级试点覆盖全省78.6%的市州，年底前
将实现地级市全覆盖。

兰州市自2022年启动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以来，兰州市商务
局紧扣试点城市建设要求，着力补短
板强弱项、提品质惠民生，高标准探索
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兰州模式”，切
实把一刻钟“生活圈”打造成社区居民
的“幸福圈”。目前，兰州市已建成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127个，惠及120余万
人，今年121个便民生活圈建设正在有
序推进。

兰州市商务局创新推行“党工委
引领、社会化共建、社区化共治、邻里
式共享”工作模式，指导七里河区柳家
营社区利用中天健广场商业集聚效
应，探索推进“社区党群+商圈党群”
服务中心合作运行模式，建设一刻钟
邻里商业中心，通过培育便民消费新
场景，增添多元化、品质化、体验化的
便民服务，不断满足居民生活和服务
消费需求。

同时，大力推行“政府划圈、部门推
动、政企联动”发展模式，引导企业通过
直接建设、间接投资等方式参与“建
圈、入圈、补圈、扩圈”行动，补功能、强
基础、优服务，先后建成兰新瑞德摩
尔、兰州文创产业园、正林瓜子厂文体
休闲中心、兰海商贸市场、岚沐文化创
意产业园；引导兰州太和企业在佛慈
药厂原址改造建设佛慈 1929 文化广

场，建成以文化创意、餐饮休闲为一体
的文创综合体。目前新建（改造）便利
店 319 个、菜市场 5 个、社区综合超市
32家、家政企业社区服务网点61家，建
设改造社区老年助餐示范点50 个、智
慧社区健身房 10 个、托育机构 24 家，
真正把便民生活圈建设成为群众“家门
口”的“幸福圈”。

兰州市商务局不断优化“服务项目
集成，服务要素集约”的建设模式，搭建
政企沟通和企业异业联盟平台，指导兰
州城关物业集团大力探索“物业服务+
便民生活服务”模式，通过开发佳家N
智线上平台，为业主提供各类生活团
购、家政维修、家庭洗护等便民服务；
通过打造邻里服务中心、小区厨房、佳
讯驿站、养老中心等线下服务场景，增
强多元便民服务体验，提升居民生活便
捷度。

为精心构建“以数便民、以惠利民”
的数智赋能模式，实现便民生活圈应用
场景走向“指尖”。兰州市商务局主动
对接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银联甘肃省
公司，首创在“建行生活”和“云闪付”
APP 上开辟“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和

“一刻钟惠民生活圈”板块，通过统筹
“一菜一修”“一店一早”“小修小补”等
基础便民服务点位“进图”，搭建“虚拟
实体”互补、“圈里圈外”衔接的社区商
业综合服务体系，将数字红利转化为民
生福利。目前，“云闪付兰州城市一刻
钟惠民生活圈”平台投入促消费资源
1500 万元，通过消费立减、折扣、优惠
券等多种促消费活动惠及市民 38.13

万人，实现拉动消费金额24亿元。
据悉，为让更多兰州百姓亲身感受

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带来的幸福和喜
悦，兰州市将按照“优化商业布局、丰富
居民消费业态、增强多元消费体验、提
升智慧便捷水平、提高社区居民收入”
的工作要求，加快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坚持商业业态与便民服务相融
合、项目建设与民生保障相融合、线上
平台与线下实体相融合、社区管理与部
门职能相融合、居民需求与生活场景相
融合，努力推动试点工作取得新成效、
形成新亮点，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圈
出市民幸福生活。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玄丝雨

河南的王先生在某网站看到职称代
办信息后，付了1万多元购买中级经济师
专业职称评审服务。“客服说考试、发表论
文、申请专利等一价全包，证书在当地人
社局可查。最后又说办不了，还不肯退
费。”王先生说。

人社部门表示，谎称有“内部渠道”、
承诺“全程代办”，最终拒不退还高额收
费，是典型的欺诈行为。有些机构还制作
虚假职称证书和虚假查询网站，通过假证
信息“挂网”实施欺诈。

多地人社部门声明，从未与任何第三
方代理机构或个人合作，或委托其开展任
何形式的代办、咨询职称评审等活动。申

报职称，应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并按程
序规范评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曾印发
通知，要求卫生、中小学教师、工程、艺术
等实践性强的职称系列不将论文作为职
称评审的主要评价指标。技术推广、高质
量专利、智库成果、文艺作品、教案、病例
等业绩成果均可作为代表性成果参加职
称评审。

专家表示，尽管职称评审要求减少学
历、奖项等限制性条件，合理设置论文和
科研成果要求，但这不等于“不需提供业
绩贡献直评”，也不等于“无需通过资格考
试即可办证”。

记者在网上查询相关信息发现，不仅
有中介公司提供“一条龙”代评服务，还能
看到诸多有偿代发论文、购买学术成果等
广告及付费链接。在知名购物网站“某宝
网”上搜索“论文”二字，立即会出现大量

“职称论文”“投稿评职称”等链接，其中相
当一部分付款人数为“5000＋”。从购买
评价看，这些店铺售卖的均为论文代写代
发服务，并按照参评职称等级、期刊类型、
发表时限收取不等费用。

那么，买来的论文有风险吗？
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曾多次下发通

知，严厉打击职称评审工作中的论文代写
代发、虚假刊发等违纪违规行为。按照规
定，对于抄袭、剽窃、不当署名等学术不端

行为，撤销取得的职称，并记入职称申报
评审诚信档案库。今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印发的《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再
次明确，申报人应对本人申报材料真实性
进行诚信承诺，承诺不实、弄虚作假的3年
内不得申报评审职称，情节严重涉嫌犯罪
的，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此外，办法还
将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化评审机构列入
监管对象，并将可能涉及的垄断申报渠道、
操控评审结果、高额收费、与评审专家及工
作人员勾结谋利等行为作为监管重点。

人社部门提示，职称是对专业技术人
才职业道德、专业能力、技术水平等的评
价，参评人应依法依规，不要冒险走捷径，
最后可能得不偿失。

目前我国共有27个职称系列，涉及约
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正规的职称申报
渠道是什么？一般情况下，由用人单位对
申请人业绩情况进行审核、公示、推荐申
报，按规定程序逐级报送相应评审机构。

近年来，为激励各类人才创新，我国
职称评审范围不断扩大，实现了向非公领
域和高技能人才延伸。民营企业人才参
加职称评审不再有障碍，高技能人才也打
破了学历、身份等条件限制，有了参加职

称评审的通道。
自由职业者能参评吗？答案是肯定

的。符合条件的自由职业者也可根据属
地原则，申报参加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职
称评审。例如“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北京
市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明确，近1年在北
京地区舞台影视、美术、动漫游戏、文学创
作、工艺美术等专业领域工作、符合条件
的自由职业者，经正规行业协会推荐即可
参加职称评价。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兰州市科技局“寻牛”启事：
诚邀牛肉拉面产业专家入库！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李冰洁）11月14日，兰州市科技局发布通
知，为充分发挥专家在推进兰州牛肉拉面
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决策咨询和技术支
撑作用，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入库专家。此次征
集聚焦兰州牛肉拉面全产业链发展，旨在
汇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
等各行业精英，共同为兰州牛肉拉面产业
的蓬勃发展献智献策。

此次专家征集范围广泛，涵盖了技术
类、产业管理类、战略咨询类、经济服务类
等多个领域。要求入选专家不仅具备较
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专业技术水平，还需
在兰州牛肉拉面产业发展动态、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范方面有深入了解。同时，
专家需拥有高级职称或参与过国内外主

要技术标准制订修订工作，从事相关研究
管理工作5年以上，并在业内有突出成绩。

为了确保专家库的质量和专业性，兰
州市科技局对申报材料将进行严格审
核。申报者需如实填写《兰州牛肉拉面产
业专家库专家申请表》，并经推荐单位或
行业管理部门审核把关。市科技局将结
合专家专业与业务领域需求，按照公平公
正、择优选取的原则，确定拟入库专家名
单。需要注意的是，专家库实行动态管
理，根据工作需要适时更新。对于不符合
要求的专家，将及时予以退出，确保专家
库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30 日，
请在此之前将已加盖公章的《兰州牛肉拉
面产业专家库专家申请表》PDF扫描件及
Excel发送至邮箱：41735116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