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传真

□ 徐 玮 谢 欢

□ 本报记者 李宏伟

初冬时节，景色宜人。一幅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在甘肃

省玉门市大地展现。远处，祁连冰

川、昌马月亮湾自然风景区、赤金

峡水利风景区、清泉玫瑰沟，一派

旖旎的自然风光。近处，玉泽湖公

园、玉泉湖公园、玉兴湖公园，清波

荡漾、鸟鸣啾啾，成为人们休闲健

身的好去处。

“这几年环境大变样，遍地都是

大小公园，开窗见绿，出门进园，空气

清新，环境舒适。”玉门市民王志成

所言，也是该市人民的共同心声。

2014年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级

“多规合一”试点市县，2015年被

评为“国家级园林城市”，2017年

被命名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典范

城市”……党的十八大以来，玉门

市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政治责任，

认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改善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污染防治、环境

安全为重点，以环境执法、环境监

测为手段，以总量减排、环评服务

为保障，不断转变生态环境管理方

式，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环

境问题，努力擦亮生态和谐的幸

福底色。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绿色是玉门的本色和底色，生

态是玉门发展的生命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玉门市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打响了一场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现在环境越来越好，生活越

来越舒适！”住在玉门市新市区的

老人罗泽章见证了这十年玉门环

境持续变美的过程。

生态好、环境美，这不仅是玉

门人民的直观感受，更有实实在在

的数据佐证。

大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空气

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

（PM2.5）年 均 浓 度 由 2017 年 的

89.6ug/m3、33ug/m3下降到2022

年的57ug/m3、26ug/m3。

水环境持续保持稳定。30个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达到

或优于三类标准，优良率达96%。

土壤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

市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未降低且达

到了考核要求。完成24家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

20个地块建立“一企一档”，推进

24家重点监管企业开展监测。

推动河湖长制“有能有效”

玉兴湖是玉门城区水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前，河道上杂草丛

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随处可

见。”家住玉门市玉门镇南门村的

马兴帮坦言。随着河湖长制的实

施，曾经的臭水沟，如今变成了清

水河。“现在有人管河了，河水清

了，环境好了，大家都乐意在这里

散步。”马兴帮说。

湖面芦苇丛中栖息的水鸟、野

鸭，是水质优良、生态环境改善的

例证，是玉门市十年来“护水、管

水、用水”的工作印记，也是全面推

进河长制卓有成效的缩影。

玉门市推动河长制由“有名”

向“有实”“有力”“有效”转变，将全

面推进河长制作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抓手，解决涉河涉水环

境问题，加大河流生态系统保护力

度，完善河流生态环境管护机制，

让青山共碧水一色。

十年来，玉门市设立各级河湖

长145名，河湖警长17名。全面

建立监督网络，完成26条河流、

7座水库、7座湖泊划界任务，实现

河湖管理保护工作全覆盖。

同时，持续开展“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清理河道

内各类垃圾、砂石料3700多吨，加

固整治河堤107公里，疏浚河道

100公里，修复和保护生态湿地

3处，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79

平方公里，全市水系生态得到有效

保护。

生态工程守护绿色幸福

走进玉门市玉门镇东线风沙

口，一片苍翠。“目前，我们主要对

2900多亩林地进行巡护，对防火

和破坏树木等不良行为进行管

控。”护林员赵玉青介绍说，他们在

做好林木管护养护工作的同时，全

面采取综合绿色防控措施，科学有

效地防控病虫害，加大防火管控力

度，确保林木正常生长。

玉门市通过水资源合理利用、

三北防护林建设、沙化土地封禁、

公益林管护等重点生态保护项目，

构建“大网格、宽林带、多树种、高

标准”防沙治沙体系，不断筑牢生

态安全屏障。全市林地面积83万

亩，森林面积74万亩，草原面积

490万亩，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管理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

同时，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

“九张清单”制度，开展工业污染源

达标整治。对全市煤炭市场进行

集中整治，累计投入280万元；改

造城乡居民土炕、土灶、小火炉

6246户；完成489家餐饮服务企

业油烟管控和清洁能源改造任务。

如今，推窗见绿、满城见花、抬

头见蓝，玉门市的“颜值”越来越

高，“气质”越来越好。

科学布局厚植生态底色

十年来，玉门市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

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成

造林绿化25.39万亩，年均造林2.5

万亩以上；天然林封育成林91万

亩，草原种草改良431万亩，均超

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全市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实

施国家级公益林保护、沙化土地

封禁保护区建设、湿地保护恢复

项目等工程，全面保护国家级生

态公益林103万亩，建设沙化土

地封禁保护区 19.8 万亩、湿地

32.34万亩。

依托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项目，完成防风治沙林

及城乡绿化1123.8亩、农田林网

建设187公里、高标准绿色通道建

设130公里，形成了点、线、面协调

发展的绿化生态系统。

十年来，玉门市将生态扶贫与

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积极发展特色

林果产业，全市累计种植枸杞24

万亩，建设6个枸杞万亩乡镇、25

个千亩枸杞专业村，百亩枸杞种植

示范户达2000户。“玉门枸杞”获

得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玉

门枸杞小镇”被评为甘肃省首家国

家林业产业示范区。据了解，玉门

市还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选聘

生态护林员800名，保持生态扶贫

政策持续稳定。

如今，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正

成为玉门人民的生态福祉，护绿、

爱绿、逐绿正成为玉门人民的共同

追求。

□ 何子蕊

今年以来，全国创新创业示范

基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以提升创

业就业能力、搭建创业就业平台、优

化创业就业环境为着力点，聚焦创

业和就业两大主题，聚焦高校毕业

生群体，积极推动高校毕业生创业

就业与产业发展相融合，努力实现

高水平创新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

郫都区充分发挥双创示范基

地示范带动效应，依托高校、政府、

企业等多元创业就业主体，以“创

业孵化+就业服务”的“双管齐下”

模式，采取出台一批政策措施、挖

掘一批就业岗位、优化一批服务事

项、举办一批赛事活动、创建一批

创业孵化载体等“五个一批”创新

举措，深入开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创

新专项行动，集聚放大地方政策、

平台、人才等叠加效应，推动形成

了良好的创业就业生态。

创新体系机制
行动更加有力

据成都市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郫都区对

于大学生创业就业工作始终高度

重视。该区率先成立区政府分管

领导任组长的“创业带动就业示范

行动工作推进组”，构建“区级部

门+街道（镇）+村（社区）”三级服

务体系，建立起“分管区领导牵头

抓总、推进组协调督促、职能部门

推进落实”的“专班+清单”长效工

作机制。

郫都区先后制定出台并实施

《深入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

力促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工作方

案》《支持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促进

经济稳定增长20条政策措施》《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

等一批政策措施，从支持自主求

职、鼓励企业吸纳就业、提升就业

能力、鼓励创新创业等方面多维度

促进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

在此基础上，坚持“产业链企

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多方发力，深入开展就业岗位

挖掘行动，编制《郫都区2022年大

学生就业机会清单》，聚焦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群体，精细开展政

策宣传、岗位收集，精准开展就业

指导、供需对接，建立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跟踪台账，挖掘一批就

业岗位，推动创业就业从“纸面上”

到“行动上”，全区创业带动就业示

范行动更加有力。

目前，全区累计为高校毕业生

提供就业岗位10,454个。其中，公

共部门和国有企业提供的岗位占比

超过15%；医疗、教育等机关事业

单位，社区基层和驻区国有企业提

供就业岗位1582个。同时，为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储备就业岗

位近1600个。其中，国有企业、医

疗卫生专业人才、司法辅助等政策

性岗位737个，公益性岗位134个。

创建孵化载体
机会更加丰富

当前，高校毕业生创业面临的

经验少、资源少，就业面临的压力

大、困难多依然是亟待破解的现实

难题。为此，郫都区以问题为导向，

以菁蓉镇为核心，采取“校地合作+

社会参与”方式，创建一批创业孵

化载体，持续完善“苗圃—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全生命周期孵

化体系。

与此同时，郫都区精准提供

创新创业辅导、融资支持等高质量

孵化支持，全区创业就业机会更加

多元，创业带动就业氛围更加浓

厚。截至目前，郫都区累计创建市

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

间）30个，布局加速器和中试基地

8.47万平方米。

今年以来，郫都区政府投资的

创业载体向高校毕业生创业项目

免费开放办公载体8600平方米，

先后扶持孵化初创项目110余个，

7个创业项目就地就近产业化；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1664万元，兑现

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扶持资金

737.4万元。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创业苗圃等2个平台获评国家

级众创空间，电子科大菁蓉逆向创

新基地获评全国首批“科创中国”

创新基地。

创优服务质量
氛围更加浓厚

“信息不对称”“人岗不匹配”

等问题同样是大学生创业和就业

的痛点难题。对此，郫都区全面落

实国家和省、市关于高校毕业生创

业就业扶持政策，进一步精减政策

申报材料、优化政策兑现流程；聚

焦人岗精准匹配，搭建驻区院校就

业信息服务共享平台；常态化开展

“圆梦郫都·引智留才”“公共服务

进校园”活动；以“线下活动+线上

直播”方式开展就业指导和专场招

聘等，创新优化一批服务事项，创

业带动就业氛围更加浓厚。

郫都区充分发挥双创活动

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等国家和省市重大赛事活动

平台，通过“线上+线下”全覆盖

模式，举办一批赛事活动，以赛

提能、以赛促训，为高校毕业生

创新创业提供更多展示机会。

今年以来，已举办第二届“菁蓉

杯”融通创新创业大赛、SWC创

业世界杯等赛事及各类创业就业

活动百余场，评选创业明星 10

人，为物联网、电子信息、智能制

造等领域100余个项目提供创业

辅导。

本报讯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发布

2022年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贵阳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成功入选。

据了解，贵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由贵阳北

部农产品电商物流园、首杨果蔬冷链中心、永辉物流

中心三个项目共同组成，位于贵阳市区北部。基地

总占地899.56亩，冷链物流设施建筑面积约55万平

方米，基地冷链物流设施占比达 73%，冷库库容

78.35万立方米。该项目建成后，冷库贮藏能力可达

75万吨，年运转能力可达900万吨，每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60亿元，将有效提升全省冷链物流发展水平，

成功构建贵阳及周边地区农产品安全防控体系，促

进城乡居民消费稳价保供。

今后，贵州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强化

工作合力和政策协同，鼓励引导贵阳市优化政策环

境，加大对贵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的支持

力度，推动基地加强功能性补短板设施建设，完善集

疏运体系，整合资源优化冷链运行网络，提高基地数

字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有效发挥基地在冷链物流体

系运行、生鲜农产品生产流通中的基础支撑和组织

核心作用。 （曾 平）

本报讯 记者茆同风报道 近日，江苏省交通

运输厅出台了《江苏数字公路发展行动计划（2022-

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到“十四五”

末，全面建成“智慧路网”云控平台，完成智慧公路建

设1200公里以上。

《行动计划》指出，要以强化科技创新为驱动，以

夯实数字底座为抓手，促进数字治理能力和融合创

新能力显著提升，加快构建完善“数字科技创新活

跃、基础设施底座扎实、治理能力协同高效、智慧应

用融合突破、支撑体系健全有力”的江苏数字公路发

展体系，在安全提升、保通保畅、优质出行、产业发展

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效。

《行动计划》明确了2022年~2025年江苏数字

公路发展的主要目标：到“十四五”末，完成一批5G、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行业应用攻

关；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智慧公路和智慧化装备制造

产业；建成公路桥梁健康监测系统及平台、普通公路

三维数字化平台、“智慧路网”云控平台；智慧公路联

网成片，打造一批智慧工地、“科技兴安”示范路等；

公路新型基础设施智能化运维水平保持全国领先。

根据《行动计划》，江苏数字公路发展将实施加

速数字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促进基础设施数字化转

型、提升行业数字治理水平、增强智慧应用融合创

新能力、完善支撑体系等五大重点任务及20项重点

工作。

推窗见绿 满城见花 抬头见蓝
——甘肃玉门市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综述

“双管齐下”示范带动“五个一批”促创业就业
今年以来，四川成都市郫都区双创示范基地向高校毕业生创业免费开放办公载体

8600平方米，兑现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扶持资金737.4万元

贵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获批建设
项目建成后年运转能力可达900万吨

江苏出台数字公路发展行动计划
到2025年建设智慧公路超1200公里

贵州贵州：：雷榕高速建设有序推进雷榕高速建设有序推进
贵州雷山至榕江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正加紧施工，抢抓项目建设进度。雷榕高速起于雷

山县城东，止于榕江县城北的忠诚枢纽互通，与剑榕高速

公路相接，全长72.453公里。

左图：建设中的雷榕高速雷山至大塘路段。

上图：工人在雷榕高速平永互通进行施工。

新华社记者 陶 亮 摄

本报讯 为提升招标代理“全生命周期”服务质

效，安徽省宿州市探索招标代理机构信用体系智能

化建设，通过智慧化归集、展示和运用信用评价信

息，实现招标代理执业行为和服务质效自动监测推

送、实时展示、智能修复、动态留痕。

一是智能化归集评价信息。在电子监管系统内

构建自项目注册到合同公开全流程全环节监测点，

通过算法设定系统自动抓取环节事项，实时完成信

用评价，并及时推送、展示，实现代理机构评价信息在

项目进程不同阶段、不同环节智能归集、实时归流。

二是智能化展示考评信息。经电子监管系统抓

取的信用评价信息实时与服务系统数据交互，将信

用评价环节、项目概况、评价赋值等信息推送展示在

“服务质量信息公开”专题模块。

三是智能化运用评价结果。电子监管系统或服

务系统抓取的环节服务质效，通过系统设定，自动转

换成代理机构综合信用评价信息，与代理机构执业

行为评定“双轨运行”、同步更新，为招标人择优选择

代理机构构建路径。

四是探索信用评价奖励机制。修订完善《宿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考评细则

（暂行）》，明确有创新意识、主动提出有利于招投标

工作开展的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和认定的代理机

构，可被给予执业行为评定奖励加分。

截至目前，宿州市各级综合管理部门、行业主管

部门、服务平台对招标代理机构实施执业行为评价

208次、自动信用评价74次、信用披露4家，对19家

提出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了奖

励加分、信用修复。

今年以来，宿州市招标代理整体服务水平和效

率提升明显，招标代理行为进一步规范，流标率同比

下降3.8%，工程建设类和政府采购类项目平均场内

流转周期分别缩短3天和8.2天，进一步推动信用引

领在整个招投标领域的示范作用。

（华 铭 保 妹）

安徽宿州市有效规范招标代理行为
探索代理机构信用体系智能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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