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低碳城市 推动能源可持续发展
——“双碳”政策下低碳经济优化发展路径初探

湖北十堰以数字化促“放管服”改革
所辖区县（市）被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列为改革先行区，城市超级App“i武当”下载量破62万，

“武当云”一网统管防汛专题治理平台获“2022政务云一网统管优秀案例”

2022.12.23 星期五

CHINA REFORM DAILY0606
本版编辑：张海莺 Email：76354098@qq.com 热线：（010）63691674

聚焦 FocusFocus

□ 陈 鑫 何 昕

“放管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举措之一，是一场推动政府职能

转变，推动权力下放、监管改革和服务

优化，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诸

多关系的深刻变革。

为此，近年来，湖北省十堰市坚持

在一体化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中，以

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

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

业务的协同治理和服务水平，纵深推进

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持续优化公

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助推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在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对

2022年全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先行区

的通报中，十堰市收获颇丰、可圈可点。

其中，丹江口市被列为“探索企业

集群注册”“深化‘多测合一’”改革先行

区，郧西县被列为“全面探索市场准营

即入制”“探索完善建设工程担保体系”

“不动产登记‘票税分离’”改革先行区，

竹山县被列为“全面探索市场准营即入

制”“探索取消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质

量保证金”“不动产登记‘证缴分离’”改

革先行区，竹溪县被列为“探索开展不

动产登记信息及地籍图可视化查询”改

革先行区，房县被列为“深化工业用地

‘标准地’出让改革”改革先行区，郧阳

区被列为“探索缩小施工图审查范围”

改革先行区，茅箭区被列为开展“一照

多址”“拓展一业一证行业领域”改革先

行区，张湾区、十堰经开区被列为“拓展

企业开办一网通办业务范围，进一步便

利企业开立银行账户”改革先行区。

坚持改革创新行政审批提速

据悉，十堰市推行企业开办“一链

通”模式，通过打造“一链通”审批服务

平台，实现营业执照即办即批、即批即

得。全市各级政务服务大厅配备“自助

秒批一体机”16台；“一链通”上线“i武

当”App；企业开办申请材料由原来的

6件减至0件，环节由6个减至1个，用

时由2.5天减至0.5天以内（全流程半

天办结），成本由近千元减至0元。

通过打造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十堰样板”，使政府投资项目、社

会一般投资项目、带方案出让土地项目

审批时限分别压减为70天、50天、30

天，较湖北省改革目标减少10天。社

会投资中小型工程、一般工业类、带方

案出让土地类等五类工程建设项目的

审批时限较2021年均减少5天。审批

事项由改革前的81项精简整合为38

项，减幅53%；全流程申请材料由改革

前的407项减少为69项，减幅83%。

推行并联审批，并联审批办件5988件，

并联审批率72%。推进“多测合一”，已

实施35个项目。推动水电气联动报装，

已实施11个项目。开展“多证同发”，实

现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建立全市

“帮办代办员”和“首席店小二”两支队

伍，今年共帮办代办重大投资项目133

个、总投资额约213亿元。

据统计，通过深化“互联网+监

管”，十堰的市、县两级分别认领发布监

管事项995项、7721项，检查实施清单

完成率100%、完备率100%。汇聚监

管行为数据264.16万条。其中，行政

检查信息263.61万条，行政处罚信息

2618条，行政强制信息264条，其他行

为2659条。注册监管人员16,456人，

处理风险预警线索29条，发布监管动

态和曝光台信息1841条。

坚持利企便民政务服务提质

为了实现政务服务提质，十堰市实

施了以下五项工程。

实施“一网通办”提能工程，全市依

申请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可网办

率达99.97%，减时率达83.46%。上线

“我要开药店”等60个“一事联办”主

题，梳理94项导引式服务主题事项上

线“一事联办”专区。实现群众办事跑

动次数减少 83.3%、办理时限减少

70.7%、申请材料减少40.5%、办理环

节减少75.1%。截至目前，十堰市“一

事联办”已累计办理业务25.81万件

（12月底预计26万件）。

实施便民服务强基工程，全市新

建、改扩建630个便民服务中心（站）。

对全市10个县市区110余个乡镇（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规范化便民化

建设开展3轮次明察暗访。在全省率

先开展乡镇（街道）便民服务“群众评”

活动，共收到群众评价13,949余条，

满意度达到99.92%。

实施“一门”“一窗”创优工程，市、

县两级依申请及公共服务事项基本实

现“一门”应进必进，130个乡镇（街

道）、1895个村（社区）事项进驻率达

到95%以上。推行“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模式，市

级大厅“综合窗口”覆盖率达到100%，

县级大厅覆盖率平均超过80%。

实施“跨域通办”扩面工程，十堰市

县两级已与10省2直辖市22个市县实

现“跨省通办”，平均对接高频通办事项

超过140项。“省内通办”312项高频事

项实现通办，“襄十随神”市县两级实现

356项事项区域通办，126项高频事项

实现“市域通办”。全市“跨省通办”“襄

十随神”通办、“市域通办”办件量分别

达 22,752 件、9848 件和 92,988 件

（12月底预计分别达26,800件、11,300

件和105,600件）。

实施政务公开固本工程，推进重

点领域信息充分公开，本年度公开疫情

防控、优化营商环境、六稳六保、乡村振

兴、重大建设项目等重点领域政务信息

11,500条，发布政策解读172件，举行

新闻发布会14场，在线访谈4期。

坚持数智赋能智慧城市提效

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十堰市通

过搭建“一局（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一中心（大数据中心）、一平台（“武

当云”）、一公司（大数据运营公司）、一

专家委员会”的体系架构，组建了十堰

市第一支专业化大数据管理队伍“首席

数据师”。建设全省首个自然水冷大数

据中心，打造全市政务一朵云“武当

云”，与十堰市环保局、水利局等33家市

直党政部门90个自建非涉密信息系统

对接，已完成“武当云”平台部署81个，

“武当云”迁云上云率达到90%。

此外，还建成了十堰“智慧城市大

脑”。上线智慧防疫、燃气安全、诚信惠

企等五大应用场景，其中防汛抗旱等

3个应用场景被列为省级“一网统管”

建设试点。

11月4日，在工信部直属软信研

究院赛迪网举办的“2022行业信息化

竞争力成果”评选颁奖典礼上，十堰武

当云一网统管防汛专题治理平台荣获

“2022政务云一网统管优秀案例”。该

平台作为十堰“智慧城市大脑”应用场

景，融合通信、视频会商等技术，让系统

不仅可“看”，更高效可“用”。态势感知

集成了十堰市水利局、水文局、环保局、

气象局、自然资源规划局等7家单位43

个业务系统，共计2500万条数据，汇聚

防汛水雨情一张图、水利工程一张图、

洪涝灾害一张图、干旱灾害一张图。通

过物联感知，实现事件处置一键下达，

实时跟踪展示任务执行进展和结果，可

视化展示应急处置力量，做到防汛抗旱

平战结合，高效指挥，平台应用统一发

现、统一分拨、统一处置、统一办结。

目前，打造的十堰首个城市超级

App“i武当”，下载量已突破62万，上

线企业开办“一链通”等惠企便民服务

事项236个，涵盖十堰市党建、政务服

务、民生警务、不动产、交通出行、医疗

健康等十大板块。

据悉，十堰市建成的智慧防疫大

数据平台，先后对4600万人次区域扩

面核酸检测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实现全

市核酸采样数据1小时内回流。获得

国家版权局软件著作权，入选湖北大数

据十大优秀应用案例，荣获2021数字

政府创新成果奖。

坚持健全体系综合监管提能

一方面，十堰市稳妥推进招投标

“评定分离”改革，印发《十堰市房屋建

筑和市政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改革

方案（试行）》《十堰市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操作

规程（试行）》，自7月28日起，十堰市

各县市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

域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全面采用“评定分

离”方式招投标。目前，已推进136个项

目。十堰市公管局、竹溪县公管局、郧

西县公管局在推进“评定分离”改革工

作中成绩突出，被湖北省公管局予以全

省通报表扬。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综合监管、联

动执法”改革。指导房县、丹江口市、郧

西县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联动执法”

改革先行示范区创建，8月4日全省首个

“公共资源交易综合执法大队”在房县

挂牌成立。丹江口市和郧西县也分别

组建了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执法大

队或综合监管办公室并正式运行。目

前，三个县市已经初步实现了统一机构

受理、处理举报投诉、办理案件执法，解

决了执法力量分散、职责权限不清、监

管力量不足、执法力度不够的问题。

同时，积极完善预防监督机制，联

合行业监督部门常态化落实谈话制度，

进一步规范全市公共资源招标投标市

场主体行为，强化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投标监管，助力政府重点项目高效落

地。强化评标专家管理，落实评标（评

审）专家“全省一库”改革要求，在全省

较早全面启用湖北省综合评标（评审）

专家库，开展评标（评审）专家常态化征

集工作。目前入选湖北省综合评标（评

审）专家库十堰区域库专家已累计达到

400余人。同时，建立征集审核入库、动

态考核、退出管理等机制，严把“专家

关”，切实提高评标质量。

号角声声催奋进再扬风帆砥砺行

2023年，十堰市将聚焦打造绿色低

碳发展示范区，建设Ⅱ型大城市，深入推

进行政审批改革、政务服务创新、智慧城

市建设和招投标综合监管。

——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编制完成市县两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及办事指南。全域推广企业开办“一链

通”，推行企业变更“确认即办理”，探索

开展企业“简易注销”“强制注销”、歇业

登记。持续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深入实施用地清单制、多测合一、

水电气暖网等市政公用服务“一站式”办

理、联合验收线上线下审批协同等改革

举措。建立2023年重大项目包联清

单，开展“人人都是帮办员 我为群众

跑手续”活动。统筹推进“互联网+监

管”工作，提升监管透明度和监管效能。

——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打

造“十堰事事通”政务服务品牌，围绕“个

人事事通”“企业事事通”“项目事事通”

“事事帮您办”等四大特色主题，让群众

和市场主体眼中的“一件事”实现“一次

办”。做好个人、企业、工程建设项目全

生命周期“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清单、办

理流程的梳理。推动资源、服务、平台

“三下沉”，统筹更多高频事项实现基层

“就近办”。加强“一门”进驻筛查，确保

“应进必进”，杜绝“明进暗不进”。推行

“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

口出件”模式，提升“综合窗口”覆盖面和

便利度。协调推进落实22项全国政务

服务“跨省通办”新增任务，持续拓宽“跨

域通办”范围。开展“局长进大厅”坐窗

口、当办事群众“双体验”活动。持续提

升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完善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构建智

慧城市“建管运”相贯通的闭环机制，

建立完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机制、阶

段性成效评估机制、信息整合共享机

制、数据安全评估制度、人才引进培育

制度等，探索数据确权交易制度。与

十堰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等部门建

立智慧城市项目建设联动工作机制，

做好项目的申报、包装。明确智慧政

务、智慧产业、智慧生活三大智慧城市

建设主攻方向。启动商用密码建设，

搭建全市商用密码使用平台，保障政

务数据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

□ 张言坤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

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布中国

的“双碳”目标，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随后，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双

碳”目标作出明确规划和重要部署，并

于次年9月先后发布两份文件，为推

进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政策性、理

论性的指导。

笔者认为，实现“双碳”目标，

重在推动城市发展的低碳化，努力

建成低碳城市。而打造低碳城市，

实现低碳经济优化发展，宜做到以

下三点：以资金、人力、科技带动

能源可持续发展，以提高传统能源

利用率增强能源可持续发展，以新

能源替代性消费改善能源可持续

发展。

以资金、人力、科技带动
能源可持续发展

加大对能源部门建设资金财政扶

持力度。鉴于能源短缺，宜大力筹资，

扩大投资渠道，保证能源基本建设资

金。能源新项目涉及产业链多、范围

广，需要的资金量大，仅靠政府支持和

自筹资金无法满足项目建设需求。因

此，政府可多渠道、多形式进行项目融

资。首先，在对现有能源产业现代化

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扶持政策的基础

上，积极推动政府补贴，制定科学合理

的重点能源开支方案，保证能源资金

科学合理使用。其次，落实财政优惠

政策，通过财政渠道积极开展能源项

目融资。再次，引导公私机构对能源

基本建设进行投资，制定公私激励机

制，最大程度减少能源所需成本，推动

可再生能源发展。

发展能源领域专业团队。能源产

业发展既需要大量资金，也需要引进

管理者来推动能源产业创新，提高能

源产业管理效益。提高人才的专业能

力，笔者建议通过以下方式：首先，开

展职工知识和技能培训。专业人才是

能源行业的主导，要大力培训员工的

人力资源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这样

不仅能够定期改进、升级产品技术，还

能够调动人才创新能力，提高能效。

其次，注重引进管理人才。能源企业

不但要吸引已有的技术人才以及管理

者，还需要全力培育人才，壮大公司队

伍，促进企业转型。要注意营造企业

氛围，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想象力

和创造力。

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在能源产

业链发展环节，生产设备创新缓

慢。因此，要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科

技进步既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又能

实现废料回收利用，减少环境污染。

技术创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

储能技术创新。在水电、风能、核能

等可再生能源上，不仅要提高能源转

化率，还可通过高效电池、煤气工艺、

智慧能源等各类技术的综合利用，提

高储能效率，减少可再生能源不平衡

现象，增加新能源使用的多样性。其

次是节能技术研究。建议大规模开

发环保节能建材，既可以减少对资源

的需求，也可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例如可利用地热能，建造节水型

房屋等。再次是垃圾回收。处理和

利用农村废弃物，探索完善的回收

利用方法。

以提高传统能源利用率
增强能源可持续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当前，我国的能源产业大部分以

不可再生能源为主导，可再生能源占

比较低。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首

先，优化产业结构，摆脱对传统不可再

生能源的依赖，降低能源成本。全力

引入电子信息技术、细胞生物学、合成

高分子材料等创新产业，在科技创新

的基础上提高能效，扩大产业链，促进

能源生产多样化，满足我国能源生产

的不同需求。其次，推进工业一体化，

提高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经济效益。能

源产业聚合可以通过集中生产设备、

物流和信息技术资源来减少环节，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此外，能源

产业的集中也有利于形成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的大型服务业。

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

率。长期以来，我国各种资源的生产

和管理呈现出单一的“资源利用、产

品和废物”模式，不仅增加了能源消

耗，而且造成了严重污染。我国可以

依靠循环经济的大力发展，促进可持

续能源消费，实行“资源利用、环境保

护和生态建设”的科学管理。首先，

扩展资源利用率价值链。产业链的

扩展有助于多种资源的合理利用，从

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物污染。

同时，价值链的扩展也有助于优化分

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各种资源生

产的可持续增长。其次，构建资源的

生态工业园区。环保工业园区主要

是将能源生产企业、加工厂家和废物

处理企业聚集在一个地方，减少中间

环节和能源产品运输成本，同时也及

时处置废物，减少污染，建立各种资

源和成品的闭环，提高效率。再次，

推进工业一体化。有效的工业一体

化不仅有利于建立产品联盟，还能推

动生产多样化，创新燃料制造方法，

提高燃料效率。

采取法律与财税等措施，提升资

源效益。根据当前能源行业的发展趋

势，不但要关注企业自身的高效生产

能力，还要关注政府部门对能源行业

发展的支持和监督。在能源行业的市

场准入范围和生产领域之内，政府部

门按照明确的进入要求，对能源生产

过程加以规范，实现对资源产出流程

的优化管理；在能源行业的经营考核

领域，要建立相应的经营考核规范，将

业绩报告作为主要考核标准，从质量、

能源、成本、效益、排污管理等多个角

度，对资源产业经营进行全面考核；在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融资上，不但要扩

大投资来源，加大能源建设的投资，还

要采取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措施支

持可再生资源开发，通过政策优惠改

善传统燃料的方式，提高清洁资源的

可替代程度。

以新能源替代性消费改
善能源可持续发展

推进清洁能源开发。长期依赖

传统能源不但会给环境带来污染，未

来传统能源还会急剧紧缺，宜减少对

传统能源的依赖。首先，有效限制传

统能源的使用。一方面能有效节约

传统能源，另一方面能够驱动企业进

行技术革新，提高燃料利用率。其次，

适当限制传统能源使用范围。政府

和行政机关应根据区域特点和城市

布局，确定传统能源使用范围，防止

企业滥用资源，以降低传统能源消耗，

也有利于修复矿山、保护环境。再

次，制定使用传统能源规范。对技术

能力欠缺的企业使用能源进行限制，

从源头上降低过度消耗，驱动企业进

行技术改革与创新，推动清洁能源

发展。

以传统能源清洁发展为基础，开

发新的清洁能源。要实现资源可持

续发展，需要保持资源与环保的平

衡关系。首先，大力推动常规能源

清洁发展。虽然研发清洁产品会提

高企业成本，但是清洁产品的应用可

以降低负面影响，从而给企业的生产

成本带来一定的补偿。同时，清洁产

品的应用也可以大大提高资源使用

率，规范资源生产流程，降低不必要的

损失。其次，推动清洁资源应用。随

着清洁能源的不断研发，核能、风电等

清洁能源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地热

能、氢能等运用技术日益成熟，清洁能

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产品的生产成

本逐渐减少。再次，加大清洁能源政

策扶持。发展清洁能源不但应以高

新科技为突破口，政府部门还要给予

对应的政策扶持，从而提高市场吸

引力。

在提高清洁能源交易比例的同

时，提高总体竞争优势。我国能源结

构持续优化，低碳转型成效显著。当

前，既要推动现阶段常规能源的发

展，又要引入大量新能源技术，从而

提升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在研发

新能源时，首先广泛宣传，提高民众

消费新能源产品的比例。其次，降低

新能源的价格。产品价格取决于生

产的供给，宜降低清洁能源的产品价

格，改进清洁能源的生产技术，以提

高清洁能源的供应量，通过增加需求

量，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从而降低产品

成本。再次，建议补贴清洁能源生产

企业。一方面，采取财政性清洁能源

补助，增加供货量，提升清洁能源占比

和清洁能源整体实力；另一方面，对使

用清洁能源制造的企业减免税费，实

行扶持补助政策，大力提高民众对使

用清洁能源生产制造的新产品的消费

力度，提高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从而

进一步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率。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在读生）

本报讯 近年来，安徽省六安市引

入专业治水力量三峡长江生态环保集

团，开展水环境建设、管理、运维综合治

理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水环境综合治

理由“政府主导”向“两手发力”，“多头

管理”向“统一管理”，“局部治理”向“系

统治理”，“粗放管理”向“精细管理”的

转变。近日，三峡集团等中央企业参与

共抓长江大保护工作现场会在六安市

召开，六安市介绍了“水管家”水环境治

理经验。

六安市聚焦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

中存在的政企不分、职能不明和效率

不高等问题，全面转变治理思路，引入

三峡长江生态环保集团专业力量共建

城市“水管家”，统筹推进治污水、防洪

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

治”。城市“水管家”突出系统治理，深

入实施以河西污水厂及配套管网为

代表的7项厂站及配套管网工程，逐

步辐射“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由市

到县逐步推广示范。其中，舒城县已

与三峡长江生态环保集团签订水环境

综合治理PPP合同，目前已累计完成

投资5.8亿元。

（杨晓露）

安徽六安引入“水管家”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