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03
本版编辑：王丽娟 Email：crdzbs@163.com2024.01.17 星期三

地方传真

本报讯 记者华铭 张海帝报道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环境研

究院、合肥市蜀山区在蜀山经开区举

行恳谈交流会，聚焦进一步开拓工作

新局面、实现互促共赢进行深入交流。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环境研究院院长

刘文清介绍了环境研究院2023年工作

开展情况和2024年工作计划。中国科

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建国

就如何加强三方协同，实现“让知识从

实验室走向工厂”、让科研成果更快落

地生“金”进行了讲话。蜀山区委书记

王海霞代表区委、区政府向两家研究

院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

围绕深度融入“科大硅谷”战略、持续

提升“中国环境谷”影响力进行交流。

2023年以来，蜀山区不断深化院

地合作交流，节能环保产业取得一系

列丰硕成果。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环境研究院实质化运营，规模120

亿元的安徽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

母基金顺利落户，“中国环境谷”第三

届院士峰会暨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活动

成功举办，“蜀山区环境检测装备产业

集群”项目荣获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称号，环境研究院企业技术

创新服务中心成功揭牌。

目前，“中国环境谷”已经成为合

肥市节能环保产业的主战场、安徽环

保产业集群的先进样板，谷内已聚集

环境领域重点企业400余家，2023年

营业收入突破450亿元。

□ 黄宇青

□ 本报记者 丁 南

2023年，整车（含KD件）累计产

量约33.99万辆、同比增长约30%，

累计产值约452亿元、同比增长约

51%；累计自营出口整车3.98万辆，

累计报关39.78亿元。这组来自上汽

集团福建宁德生产基地的数据，见证

着当地新能源汽车产业“跑”出了加

速度。

记者从宁德市蕉城区委改革办

获悉，近年来，宁德三都澳经济开发

区以三屿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试点

为载体，通过优化园区营商环境、促

成现代汽车产业体系以及推进园区

配套建设等系列举措，打造以上汽宁

德基地项目为龙头、智能制造为特

色、绿色发展为目标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生态链。2023年，三都澳经济开

发区登上“2023年中国省级开发区

高质量发展百强榜单”，位居全国第

58名，是宁德市唯一入选的省级开

发区。

当好企业群众“服务员”

疏通企业办事堵点。作为宁德

市蕉城区首个园区政务服务工作站，

三屿工业园区政务服务工作站打造

“一窗办、自助办、网上办、帮代办、上

门办”的“五办”便民服务圈，提升园

区政务服务便利度，让企业和员工享

受政务服务改革红利，切实打响“企

业办事不出园区，员工办事安心高

效”的一流营商品牌。目前，工作站

已实现33个事项现场办、59个事项

网络办、136个事项自助办。

破解摊位管理痛点。针对三屿

工业园区流动摊点占道经营问题，三

都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运用“7分主

动服务+2分规范管理+1分执法兜

底”的管理模式，牵头组织属地乡镇、

城管、交警等部门多次实地走访，在

园区设立4处“摊规点”、24个摊位，

明确设置规划、运营管理、费用预算、

部门分工等内容，转被动管理为主动

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原有

摊主均登记造册、进点经营，顺利解

决了占道经营和食品安全问题。

推动产教融合试点。为推进企

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促成资源优势

互补，三都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宁

德技师学院签订协议，以校企合作模

式，加大三屿工业园区职业技能提升

中心运营管理投入，积极开展员工技

能提升培训，打通人才培养和职业技

能培训直通园区企业的“最后一公

里”，打造宁德市技能培训示范标

杆。每年培训产业工人3000多人，

输送专业化产业工人500多人，共计

投入资金10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用

工缺口，推动解决企业“用工难”“人

才荒”问题。

当好产业发展“推车手”

助推产能提速爬坡。从链式布

局的线性发展向产业集群的面性拓

展，三都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构建以

上汽“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上下游中

小企业紧密配套的分工体系，形成高

效衔接、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提升

整体竞争力。园区首创集整车项目、

供应商项目、物流项目于一体，以上

汽总装车间为中心，实现近80%大体

积零部件就近供应，且单趟半小时将

生产物料运至主产线，构建了“智能

装备”“智慧供应链”“大数据智脑”三

位一体的汽车智能制造体系，平均每

分钟就有一台车下线。截至2023年

9 月 28 日上汽宁德基地竣工投产

4 周年之际，基地累计产量超80万

辆；2023年11月，单月量产达40010

台，创基地投产以来月产量新高。

强链补链驱动招引。三都澳经

济开发区围绕新能源汽车配套供应

链持续加大招引力度，强化主动对

接、精准服务，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

强链补链延链。引入上海西艾爱入

驻园区，并根据途盛、伊控等企业申

请帮助协调厂房增租需求，加快推进

园区供应商企业厂房建设。目前，三

屿工业园区共有配套供应商企业46

家，其中规上企业25家。

产销两旺助力贸易。目前，园区

生产汽车60%为新能源汽车，出口量

达到2/3。为助力整车顺利出海，安

吉物流作为上汽运输保障方，与中国

船东互保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深

化远洋运输保险业务领域合作，全力

保障上汽出口供应链安全稳定。

2023年11月，三都澳港区漳湾作业

区7号泊位开通“一带一路”新航线，

搭载2500辆宁德智造名爵新能源汽

车的滚装轮驶往泰国林查班港，实现

单次最大批量新能源汽车出口。

当好园区建设“护航人”

书写地块建设“新答卷”。三都

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根据配套供应

商需求，对三屿工业园区未供230亩

地块进行重新规划，加快推进标准厂

房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占地面积80亩，项目

总投资3亿元，总建设面积8万平方

米。项目于2022年 8月动工，目前

1号、2号厂房基本已完成，3号厂房

主体结构已封顶及完成一层墙体砌

筑工作；室外工程及3号厂房正在建

设中，计划2024年3月交付使用。

搭建智慧园区“云平台”。三都

澳经济开发区推进智慧园区系统工

程，实现园区管理可视化、数字化、智

能化，主要包括智慧管理平台、智慧

园区组网、智慧园区应用、智慧党建、

指挥大厅、安全系统等建设。目前，

已完成一期智慧园区建设内容，对园

区进行全覆盖二维建模，整合非公党

建、企业（项目）管理、企业服务、安全

生产、环境保护、规划建设等多部门

业务，建立互联互通、协同运转的管

理模式，动态监控园区运行状态，提

升区域内联动效率；同时，新建5G网

络站点16个，实现园区100%覆盖。

撑起绿色生态“保护伞”。三都

澳经济开发区利用园区内26个厂房

现有屋面建设屋顶光伏发电站，项目

总投资9450万元，面积达12万余平

方米。2022年5月，园区屋顶光伏发

电站全部并网送电，年发电量达

2066万度。全面推进三屿工业园区

总体规划环评执行及开发区（工业园

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工作，重点

针对园区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及配套

设施、入河入海排污口、企业初期雨

水池、数字化管理等进行深度排查。

目前，已引进第三方机构作为园区

“环保管家”，进场开展跟踪监测并出

具检测报告。

□ 瞿 云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这个事干得好，这下灌溉没问

题了。”日前，说起村里近期整修的河

坝，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凉水井镇莲

花坪村村民李开驹竖起了大拇指。

近两年，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

再加上年久失修，莲花坪村桐木垭组

的河坝无法蓄水，对群众的生产生活

造成影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凉水

井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征求群众意

见，并与村“两委”会商，迅速争取资

金整修河坝，有效解决了300亩农田

灌溉问题，为接下来的春耕生产夯实

了基础。

群众利益无小事，事事牵动人心。

“办税大厅流程比较复杂，开具

税票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希望能够简

化办事流程。”近日，沅陵县“沅帮办”

服务部在办件电话回访中了解到办

事群众在办税过程中有难点。

时值岁末年初，沅陵县税务大厅

里前来办税的人比较多，加上税收政

策有变化，部分办税人因“不会操作，

开不了票”而抱怨。为了解决群众难

题，帮代办服务部代办员积极学习税

务政策，开辟绿色通道主动服务，大

厅办税效率显著提升。

这是沅陵县认真落实“走基层、

找问题、想办法、促发展”活动部署要

求、切实用心用情解决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的生动实践。

打破交通瓶颈，铺就群众致富路。

沅陵是山区大县，群众出行难、

山货出山难是痛点。沅陵县委、县政

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迎难而

上，极力纾解痛点难点。

“以前从盘古到县城路不太好，

而且耗时长，容易晕车。现在有了这

么漂亮的公路，乘车很舒服。”盘古乡

盘古村村民金先生激动地说。

2023年12月31日，沅陵县“四

路一桥”建成通车，人民群众纷纷为

县委、县政府的惠民利民举措点赞。

“以后接送小孩读书和到城南玩

都特方便，这个桥修到百姓的心坎里

了！”沅水大桥维修通车当天，居住在

城北的全先生早上6点多从家里出

发赶赴现场，就为抢个好位置，见证

漂亮的大桥通车。

2023年，沅陵县启动4条乡镇通

三级公路项目，总里程100余公里。

为确保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沅陵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乡镇通

三级公路建设工作专班，紧盯目标任

务，创新建设模式，压实工作责任，始

终以尽锐出战的工作作风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这4条覆盖8个乡镇的三

级公路，惠及人民群众10余万人。

同时，沅陵县对沅水大桥进行维修改

造提质，建成后的沅水大桥融入现代

化城市建设，为“两水三镇”城市格局

再添彩。

民生之微，衣食住行；民生之大，

关乎家国。2023年，沅陵县以实际

行动回应民生关切，聚焦住房、交通、

教育、就业等重点民生领域“急难愁

盼”问题，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

性民生项目建设，全面完成35项省

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把一个个“民

生难点”变成“民生亮点”，把老百姓

的“民生愿景”变成“幸福实景”。

2024年，沅陵县将聚焦民之所

呼、民之所忧、民之所盼，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

生实事，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沅陵县将加快怀化沅陵港建设、

沅陵A1 级通用机场规划建设，快速

推进高速公路、乡镇通三级公路以及

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建设；不断优

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支持返乡青年

创新创业，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引

导园区就业、灵活就业，确保重点群

体就业稳定；实施沅陵一中“特立体

艺馆”及体育场、沅陵职中扩建、望

圣小学、凤鸣学校综合楼等项目建

设；加快推进沅陵县人民医院南院、

第二人民医院迁建、麻溪铺镇中心

卫生院综合住院楼等多个项目建设；

积极创建“全国创新型县”，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以省内重点实验室为依

托，提升电子元器件制造产业科技水

平，推进金属新材料、产品加工制作

等领域科技创新；继续实施“温暖社

保”三年行动，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全

覆盖，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发展老年助

餐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进报道 1月11

日，四川省2024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

现场推进活动在成都举行。21个市

州启动建设项目共计2217个、总投资

9912亿元，项目数量和投资总额创下

历年一季度同类活动之最，释放出大

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强烈信号，彰显出

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扛重担、奋

力夺取一季度“开门红”的信心决心。

此次活动以“现场+视频连线”方

式举行，主会场设在位于成都高新区

的京东方第8.6代AMOLED生产线

项目建设现场，连线广元、宜宾、甘孜

3个分会场。

从投资规模看，100亿元以上项

目12个、总投资1881亿元，50亿元以

上项目28个、总投资2777亿元，10亿

元以上项目226个、总投资6217亿

元。分行业看，产业项目922个、总投

资5406亿元，基础设施项目727个、

总投资2507亿元，民生社会事业项目

363个、总投资1080亿元，生态环保

及其他项目 205 个、总投资 919 亿

元。分区域看，作为四川省“压舱石”

“主引擎”的成都市表现抢眼，共有

214 个项目参与推进活动、总投资

1734亿元，其中投资规模超大的京东

方项目，有望建成国内首条、全球首批

8.6代AMOLED生产线，带动成都成

为全国最大柔性面板生产基地。

近年来，四川各地树牢“项目为

王”理念，把抓项目促投资作为“拼经

济”的重要抓手，把推进新型工业化摆

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着力构建以

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成效显著。2023年，700个省重点项

目、248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重大项目，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投资

任务；全省55个制造业投资超百亿元

的在建项目完成投资1182亿元、为年

度投资计划的127%。

记者了解到，参与此次活动的民

间投资项目为781个，总投资4334亿

元、占比达43.7%。四川确立的2024

年700个省重点项目中，产业项目为

348个，几乎占据半壁河山。

本报讯 记者兰云报道 《河北

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1月14日

公布施行，共设六章35条，为人员安

全转移划定“时间表”“路线图”，为提

升汛情预报预警精准度、强化调度指

挥和应急联动、快速有效进行人员转

移避险提供制度支撑。《条例》是一部

创制性立法，特色鲜明，没有直接的

上位法依据。

《条例》明确，河北省汛期为每年

的6月1日至9月30日，正常年份主

汛期为7月10日至8月10日，“七下

八上”为防汛关键期。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可以根据当地降雨情况，适当调

整防汛关键期。赋予基层一线临机处

置、随机应变职权，以破除坐等“上级

通知”的情况，让身在现场的直接责任

人敢拍板、能拍板，现场处理问题。

《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组织应急管理、气象、水行政、自然资

源等有关部门建立完善临灾预警“叫

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确保预警

覆盖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

（居）民委员会防汛责任人及时准确接

到预警信息。在撤离管理方面，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

会根据预警信息和人员转移命令，通

过手机通信、报警器、广播喇叭、铜锣

哨子、上门告知等多种方式，通知受威

胁区域内人员迅速转移。

“目前，河北省已有城镇规范建设

的应急避难场所799处，3.14万个行

政村设置了临时避险场所。”河北省应

急管理厅厅长薛永纯表示，下一步，将

把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应

急体系、综合防灾减灾、恢复重建规

划；在城镇，利用现有公园、绿地、广

场、学校、体育场馆等公共服务设施改

建应急避难场所；在农村，以行政村为

基本单元，利用村委会、广场、学校、闲

置场地等改建应急避难场所。

本报讯 高圣光 记者袁小峰报道

2023年以来，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区

强化三项措施，抓好年轻人“稳就业保

就业”工作。

优化环境，助力年轻人端好饭

碗。定期开展“百千万专项招聘行动”

等活动，通过“直播带岗”等形式，帮助

企业招聘年轻人才。充分发挥辖区金

悠然科技有限公司等劳务品牌就业容

量大、吸纳人员多的特点，带动就业

4000余人，吸引更多青年新市民。全

面开展“稳就业·企业行”等专项行动

39次，以“点对点”等形式为企业提供

用工服务和指导，切实解决企业问题

180件。

牵线搭桥，广开年轻人创业门

路。全力打造“零工驿站”服务站，就

近挖掘零工岗位，提高务工与用工“配

对”效率，发布岗位3300个，解决就业

1500余人。开办“创业公益大讲堂”

等培训活动120场（次），以创业者角

度为毕业生传授新理念、新思路。开

发74个社区工作者岗位，为大学生提

供就业平台。开展万名党员干部“一

助一”就业创业帮助行动，联合31家

市直帮扶单位进行帮扶就业。目前，

辖区 1501 名失业人员已实现就业

907人。

政策赋能，帮助年轻人提升能

力。加大就业政策支持力度，结合岗

位补贴、社保补贴、免费技能培训等

政策，提升青年就业创业能力，化解

企业“招工难”等问题。截至目前，南

山区已为1757人发放灵活就业社保

补贴350万元，开办育婴、推拿等技能

培训班19期、培训567人，联合企业

开发就业见习岗位69个，提升辖区就

业率。

四川举行一季度重大项目现场推进活动

河北创制性立法规范防汛避险人员转移

鹤岗南山区多措并举助力年轻人就业创业

合肥蜀山区深化院地合作促环保产业发展

优化服务推动新能源汽车“加速跑”
福建宁德三都澳经济开发区实施优化园区营商环境、促成现代汽车产业体系

以及推进园区配套建设等系列举措，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链

聚焦“急难愁盼”“民生愿景”变“幸福实景”
湖南沅陵县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项目建设，2023年完成35项省市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一个个“民生难点”变成“民生亮点”，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

昆明昆明：：为民众打造家门口为民众打造家门口的的““诗和远方诗和远方””
近年来，云南省昆明市加快推进“口袋公园”建设，以“推窗见绿、出门

入园”为目标，拓展绿色公共空间，为民众打造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2023年，昆明市共打造“口袋公园”500个，全市公园、游园数量已超千个。

左图：孩子们在昆明市西山区壳壳乐园玩耍。

上图：昆明市五华区普吉公园一景。 新华社记者 胡 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