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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只要在淄博高新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公众号‘一房
一码’板块上，按照流程一步步
操作，输入相关个人信息和身
份验证后，您就可以生成自己
商业房的二维码，用于注册个
体工商户了。”

“那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自
己的房屋地址被别人冒用注册
了，是吧？”

“放心吧，不会了。”
8月24日早上一上班，我

在淄博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4
楼商事登记窗口指导办事群众
用“一房一码”顺利登记个体工
商户，不到10分钟，一张“简易
登记”＋“一房一码”结合运用
下的崭新营业执照就交到了办
事群众的手里，看着办事群众
满意而放心地离开窗口，我的
心情也像这初秋的天气一样畅
然爽朗起来。

我叫徐艳，是淄博高新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登记窗口
工作人员，我从事市场主体登
记工作已经超过13年了。我
在这里特别想表扬一下这个小
小的二维码，它从根本上彻底
解决了高新区市场主体住所虚
假登记和冒用登记的难题。

伴随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和
注册承诺制的实施，企业注册便
利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使用虚假
地址、模糊地址，甚至冒用他人
地址注册企业等情况不断增多。

为破解这一难题，2020年
12月，淄博高新区在全省率先
启动“一房一码”市场主体住所
登记制度改革，把“区块链”技
术应用到商事登记中，上线运
行“一房一码”房屋地址库，淄
博高新区内12万多所房屋拥
有了专属的“身份识别码”，构
成了精准、动态的“云地址库”，
住所登记精确度大幅提升，房
屋地址准确率达100%，市场
主体登记准确率100%，有效

保护了房屋所有权人和实际使
用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产权
人和有效市场主体的广泛好
评。同时，以“一房一码”房屋
地址库为基础，淄博高新区搭
建起登记、监管、服务、信用的
一体化平台，打造了数据驱动、
跨部门协同的智能化治理新
模式。

相比较改革前的市场主体
登记住所承诺制，住所不用核
实验证就能提交即办，现在我
们窗口的关于“一房一码”电话
咨询、现场咨询均成倍上升，现
场材料驳回、全程电子化审核
退回以及与各街道、园区及村
居内部核验数量均呈几何倍数
增加，这些都带来了工作量的
大幅提升。但想到改革能给老
百姓带来便利、能优化提升淄
博高新区营商环境，我们苦点
累点都感觉幸福。

自“一房一码”改革后，我
们商事登记窗口通过“一房一
码”地址库共为3000多家市场
主体进行了住所精准登记，改
革的成效已渐渐显现，淄博高
新区相关市场主体住所登记投
诉和撤销登记案例大幅下降。

你如果问我为什么这么执
着，那是因为我的胸前有鲜艳的
党旗；你如果问我为什么这么坚
定，那是因为我的心里始终装着
百姓；你如果问我为什么这么昂
扬，那是因为我的肩上担负着
使命。

讲述人：徐艳（淄博高新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登记窗口
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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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艳在指导办事群众用“一
房一码”顺利登记个体工商户。

张昕为村民体检。

乡村振兴路上
“第一村医”健康护航

有一种牵挂叫守望。作为
“第一村医”的600个日日夜夜，
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也是最为宝贵、最值得珍藏的一
段时光。此时此刻，想起村民们
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面孔，我的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叫张昕，是淄博市市立医
院内科的一名医生。2017年11
月，淄博市卫计委从全市二级以
上医疗卫生单位选派年轻医生
到医疗服务能力和医疗基础设
施建设较弱的村担任“第一村
医”，任期半年。带着单位领导
的信任和嘱托，我有幸成为淄博
市第二、三、五批“第一村医”中
的一员，分别于2018年4月至10
月、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以
及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三
度成为“第一村医”。其间，我的
工作范围遍及临淄区多个乡镇
街道，尤其是在齐陵街道和金岭
回族镇的驻村工作，使我对乡村
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
了解。

在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的工作是琐碎的：要完善村民健
康档案的建立及分类管理，要向
村民宣传卫生计生政策，要进行
家庭医生签约，每季度还要对高
血压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进
行随访。同时，还要走访重度残
疾人、因病致贫村民家庭，为他
们提供上门服务……

在工作中，我特别注重的是
巡诊走访。记得刚刚来到金岭
回族镇不久的一次走访，我来到
百岁老人刘奶奶的家中，刘奶奶
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我
仔细地为她和她的三儿子测血
压、健康档案复核等。临走时，
她拉着我的手反复说：“感谢党、
感谢政府一直记挂着俺!”

在金岭四村，贫困户王大娘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家里有一
个患精神障碍的孩子。因为年
龄大，耳背严重，我在她家走访
时，需要趴在她的耳边，详细地
把检查情况、用药注意事项以及
健康扶贫政策讲给她听，王大娘
用力握着我的手说：“你们来俺
家给俺看病，省得俺出门，花钱
还少，真是太好了!”

除了给村民看病、进行健康
宣教，我们还对基层医务人员进
行业务培训，同时通过远程会
诊，让基层医务人员有了近距离
学习的机会，这对提高乡村基层
的医疗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以
“第一村医”的身份参与到这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
共参与了8个班次的青银高速临
淄收费处体温监测点的值班执
勤工作。同时，我们还组织金岭
卫生院工作人员和乡医等基层
医务人员开展新冠肺炎应急演
练、院感防护、手卫生、穿脱防护
服、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等各种学
习培训9次，共计320余人次。

如今，村民们的卫生观念和
习惯已然发生改变，村卫生室标
准化水平也有了较大提升。

在跟乡亲们相处的近2年的
时间里，我深刻地感受到变化
是：“第一村医”不仅解决了农村
群众看病不方便、不及时、不彻
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推进了村
级卫生室的发展，加大了基层医
疗人才培养力度，增强了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解决了医疗资源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乡村振
兴提供了坚实的健康保障。

讲述人：张昕（淄博市市立
医院医生）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鸿斐 整理

“一房一码”破解
住所虚假登记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