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 讯

□ 黄津润

□ 本报记者 华 铭 张海帝

日前，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获悉，

2024年以来，安徽省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为牵引，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皖，

聚焦推进“五项重点任务”，深入开展创新

探索和攻坚突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

一系列重要成果。

过去一年，安徽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

同。聚焦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加快

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区域协调联动

取得新进展。沪苏浙城市与皖北城市结对

合作帮扶持续深化，7个方面重点任务全面

推进，“7+3”合作园区落地项目超过 300

个。省际毗邻地区合作提质升级，“宁滁”

“宁马”新型功能区累计落地亿元以上项目

275个。宣城市成功纳入上海大都市圈规

划范围，长三角（宣城）产业合作区批复设

立。区域“硬联通”取得新突破。长三角高

铁“超级大环线”开通运营，沿江高铁全面

开工建设，目前每天从合肥到上海的高铁

有94对、到南京121对、到杭州82对。世

界级机场群、港口群协同建设，合肥国际航

空货运集散中心、芜湖马鞍山江海联运枢

纽等一批标志性工程加快实施。公共服务

便利共享取得新成效。居民服务“一卡通

办”事项扩大到78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事项扩大到176项。与沪苏浙合作共建6

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沪皖共建

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签约建设，积极探

索异地养老新模式。安徽省政府与上海交

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强教育

高质量发展、人才培养交流等领域合作。

聚焦打造双循环战略枢纽，积极推进高

层次协同开放。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

设加快。研究制定安徽任务清单，参与建设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打造安徽联动发展区。

组团参加第七届进博会，2200余家单位、

6200余人注册参会，与全球客商共享“进博

红利”。高能级开放平台建设提质。共建长

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中国（安徽）自由贸易

试验区推出全国首创制度创新成果12项。

合肥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获批、全年开行班列

909列。与沪苏浙揭牌成立长三角“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促进会，推进长三角优势产

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和标准“走出去”。外

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长三角全域实

施，并延长至240小时。区域市场一体化建

设有力。沪皖以六松现代产业园为试点，率

先探索建立跨省利益共享机制。沿江各港口

与洋山港实现进出口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

验、一次放行”。三省一市共同发布全国首个

区域性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地方标准，累计联

合发布区域性地方标准28项。

聚焦共建绿色美丽长三角，加强生态环

境共保联治。重要生态系统不断巩固。三

省一市共同制定国内首部跨省域绿道建设

标准，长江、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生态廊

道和皖西大别山区、皖南—浙西—浙南山

区绿色生态屏障扎实推进。交界区域生态

共保不断加强。落实与江苏、浙江交界地

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严格落实长江

“十年禁渔”，长江、淮河干流出境水质保持

Ⅱ类。深化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

保护合作区建设，皖苏长江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签约实施。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不断拓展。湖州、丽水、黄山入选国

家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在上

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和安徽广德开

展跨区域排污权交易试点。安徽省新建长

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100个。

聚焦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协同提升长三

角安全发展能力。长三角产业链补链固链

强链行动深入实施。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2024

年安徽省累计开展产业链供需和要素对接

活动999场，惠及企业2.34万家。能源互济

互助持续推进。牵头编制长三角新型能源

体系建设方案，协同打造长三角绿色储能基

地。三省一市签订互济合作协议，实现长三

角区域电力合作全覆盖。金融领域安全协

力守护。协同构建区域风险防范联动机制，

开展跨区域重大风险个案处置和大型企业

债务风险化解，排查移交非法集资风险线

索。用好长三角征信链平台，安徽省上链企

业810万户。

□ 黄宇青

□ 本报记者 丁 南

2024年以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以承办全省

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现场推进会为契机，持续强龙

头、延链条、壮集群，推动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铜材料等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连续4年上榜全省

城市发展“十优”区、位列第三名。

优化营商“软”环境，构筑发展“硬”支撑。作为

“锂电之都”，蕉城区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

工程”，聚焦改革创新、依法行政、机制保障三方面，

打响“‘蕉’立办、您放心”政务服务品牌，持续打造政

务服务便捷高效、法治环境公平公正、企业服务高效

规范、市场环境活力充盈、政策落地及时精准的一流

营商环境，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改革创新 强化政务效能

探索“证照快办”机制。2024年，蕉城在全市范

围内率先开展“证照快办”全环节“证照联办”改革试

点，简化办事流程，化“三步走”为“一步走”，缩短审

批时长，缩“五日”为“即办”，实现办事成本“轻量

化”。全年共办理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72户，

节省经营者时间成本约500天。

推出“智能导税”服务。上线“智能导税”平台，

强化线上线下联动，优化办税服务流程，通过电子税

务局、微电子税务局以及大厅自助办税区多渠道办

税协同，为纳税人提供一体化智能导税服务，实现

5000余项办税缴费事项24小时自主预约。自试点

上线以来，办税服务厅平均办理时长缩短至0.3分

钟，纳税人平均等候时间缩短至0.25分钟，办税服务

效能进一步提升。

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企业和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通过跨

部门协作将原本分散的“单一事项”，整合成面向企

业和群众需求的“一件事”套餐服务。2024年，已完

成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平台13

项一件事套餐的测试工作及“数据最多采一次”工

作，梳理蕉城区300个高频服务事项申报表单信

息，以政务服务“加速度”提升办事群众“满意度”。

聚焦依法行政 加快法治建设

提升行政执法水平。蕉城区持续推动“闽执

法”平台案件办理，实现行政执法事项线上办理。

2024年，全区通过“闽执法”线上办案13542次（其

中行政检查12412次、行政处罚577次、行政强制

21次），并要求各执法部门不断强化包容审慎监管

理念，编制完善“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从轻行

政处罚事项清单”“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不予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四张清单，规范执法

裁量，落实“首违不罚”，减少过度处罚。

提升协同监管能力。充分发挥部门联合“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深化企业信用

风险分类结果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中的常

态化运用，实现精准监管，对诚信守法企业“无事不

扰”，对信用风险高的企业增加抽查频次。深入推进

跨部门综合监管，推行“综合查一次”“综合监管一件

事”“一业一查”工作机制，强化条块结合、区域联动，

完善协同监管。2024年，全区随机抽取个体农专

972户、企业488户，涉及食品批发零售、物业、校外

培训、税务代理等行业企业，同时抽取宾馆饭店、商

场超市13户，开展“1+X”专项抽查工作，有效推动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走深走实。

提升案件审理效率。出台《关于规范委托鉴定

流程的管理规定》《关于简化破产案件审理程序的工

作指引（试行）》等文件，大幅提升破产案件审理效

率。2023年以来，共受理破产清算案件91件，审结

88件，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工作在诉源治理、减少执行

案件压力和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作用。

聚焦机制保障 优化投资环境

提高金融支持力度。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

作用，开展“见贷即担”批量担保业务合作，进一步拓

宽银担合作面。截至目前，为1237家中小微企业提

供融资担保1.87亿元。积极引导企业注册福建金融

云服务平台，引导金融机构入驻平台，破除银企信息

不对称问题。截至2024年12月，蕉城区属企业注册

金服云平台6951家，累计发放提质增产增效专项资

金贷款220笔，金额3亿元。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兑现科技政策补助资金，激

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2024年累计兑现国家、省、

市、区各项科技奖补资金约1.4亿元。新增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8家（公示阶段），新备案科技中小型企业45

家。大力引导支持企业开展技术交易、成果转化，提

升产业效率和产品竞争力，2024年以来，共完成企业

技术交易合同登记265项，成交额达31.628亿元。

提升惠企服务力度。依托蕉城区中小企业服务

中心和“政企直通车”惠企政策平台，提升惠企政策

服务效能。截至2024年12月，累计在“党企新时空·

政企直通车”平台发布涉企政策923条，在“蕉城区

政企直通车”公众号发布涉企政策196条，阅读量超

5545次，关注企业336家，大幅提高企业获取政策便

利度。

□ 杨 帆

近期，受多轮大范围寒潮影响，我国大

部地区气温骤降，东北、西北、华北地区更

是暴雪、冻雨连番来袭。与此同时，春节假

期又至，数以亿计的群众返乡过节，居民用

气量激增，“春节+寒潮”的双重考验让燃气

企业保供压力剧增。

燃气的稳定供应及安全运行关系千家万

户，在这关键时刻，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燃气”）旗下各单位积极响应，超

过5万名员工春节期间坚守岗位，全力投入

到防寒保供的战斗中，从场站运行员到调度

员，从客服人员到抢修人员，他们始终坚守在

各自的岗位上，为春节增添一抹温暖底色。

政企携手：寒潮来袭保供忙
保供协议稳大局

在河北省沧州市，寒风夹杂着飞雪，让

城市格外“冻人”。尽管道路结冰、出行困

难，但河间市、献县等地区的中国燃气“气

代煤”公司安检员们仍踏雪逆行，将保暖保

供应急措施与常规工作相结合，实时掌握

气源供需动态，全力保障春节供气的平稳

运行。同时，各公司还加大入户安检力度，

确保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维修，对调压站实

行24小时监控，实时采集流量压力数据，确

保供暖的及时性和连续性。

刘桂芳是中国燃气在河北保定“气代

煤”公司的用户，“气代煤”工程让刘桂芳家

的温度计始终恒定在22摄氏度。这个曾经

需要凌晨3点捅火炉的农家，如今通过智能

壁挂炉便轻松实现“指尖上的温暖”。据了

解，中国燃气过去8年间已为河北、天津、山

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近800万户农村

“气代煤”用户点火通气，累计敷设农村燃

气管网超18万公里。截至目前，中国燃气

已累计为北方农村地区输送了超过100亿

m3的天然气用于冬季取暖，相当于减少散

煤燃烧近3200万吨。

但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天然气价格高位

震荡，叠加国内天然气价格联动进度进展不

一，购气成本疏导不畅的因素，造成东北、华

北、华中、华南部分地区城燃和气代煤企业

气价不同程度倒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燃气

企业安全保供能力。对此，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部等国家

部委多次发文要求各地政府要想方设法提

升和恢复域内燃气企业安全保供能力。

据介绍，相关地方政府积极帮助域内燃

气企业对接上游重点气源企业，争取更多

成本较低的管制气资源，降低企业保供负

担。同时连续出台居民用气价格补贴政

策，对城燃企业购销倒挂进行补贴，并与燃

气企业签订《气代煤保供协议》，明确政企

双方的保供责任，增强企业保供能力和保

供信心。同时，还通过建立和落实天然气

价格联动机制，适时合理调整居民用气价

格，尽量减轻燃气企业的经营压力。

以中国燃气为例，截至2月1日，中国

燃气旗下的“气代煤”、城燃企业已经与河

北、山西、天津、山东、陕西、黑龙江、吉林、

辽宁等地的下属市/县政府，签订了超过

100份长效保供协议。其中，华北区域域内

“气代煤”保供协议签订率超过97%。在各

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燃气华北区域

已和上游气源方签订了超过23.5亿m3的天

然气资源，实现了采暖季静态合同气量全

覆盖。针对春节返乡潮等用气高峰期，还

准备了多种调峰气源和机制，随时准备应

对各类突发情况。

极寒战场：冻僵的手指与滚烫的初心
零下20摄氏度暴雪抢修通气

作为受本轮寒潮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

一，呼和浩特的气温一度跌至零下20摄氏

度，寒风刺骨。然而，呼和浩特新城区毓秀国

际公寓的点火送气工作却在此刻同步启动。

在呼和浩特零下20摄氏度的寒夜里，呼和浩

特中燃公司的应急抢修部维抢一大队副队长

杨振国带领团队完成了一场“冰与火”的较

量。尽管双手早已冻得僵硬，但他们依然严

格按照操作规范，完成了打压、放散、安检、点

火等一系列流程，结霜的面罩模糊了视线，冻

僵的手指却精准完成0.01毫米精度的阀门校

准。“点火成功！”经过连续两天的奋战，当第

217户人家的蓝色火苗跃起时，他们才发现保

温饭盒里的饺子早已结冰。

“事虽小，却能装下百姓冷暖；行路难，只

为守护万家炊烟。”这是维抢师傅们的心声。

他们的坚守不仅保障了用户的用气需求，也

让这个寒冷的春节多了一份温暖。他们的行

动也收获了赛罕区中天悦府及新城区凤凰新

城小区等用户代表送来的锦旗，用户们纷纷

为他们的辛勤付出和专业精神点赞。

本轮寒潮，北方地区受积雪和冷空气影

响，回暖乏力，春节期间气温持续处于偏低

状态，特别是东北地区积雪深度超过10厘

米，局地更是超过30厘米，不仅严重影响群

众出行，而且还增加了保供工作的难度。

“行动就是最好的融雪剂”，为积极应对本

轮大规模雨雪降温天气，中国燃气东北区

域各公司以“雪”为令、精心组织、迅速响

应，全面开展降温降雪防范应对工作，确保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除夕当天，辽宁丹东

2025年的首场大雪如约而至，强寒潮天气

极易造成输气站调压装置等关键设备发生

冰堵现象，对燃气公司来说无疑是场严峻

考验。大雪过后，丹东中燃公司迅速组织

场站全体员工清扫积雪。“针对本轮寒潮，

我们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安排维抢修人

员24小时待命，重点对调压设备、阀门仪表

等进行细致的巡检维护，为燃气设备设施

安全运行保驾护航。”丹东中燃公司总经理

韩永春说道。

“阿姨，大雪过后一定要及时清理室外

烟囱表箱上的积雪，这样才能保证正常取

暖。”在陕西省，大荔中燃公司的安检人员

踏雪而行，在接到用户报障信息后及时上

门处理，期间不忘向用户宣讲冬季用气常

识，以避免冰霜对燃气设备造成损坏。无

独有偶，为妥善应对本轮寒潮，渭南中燃公

司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部署各部门值班工

作，维抢修人员冒着严寒检查管道、修复漏

损，确保燃气安全稳定供应。

保供矩阵：从调度中枢到田间地头
5万一线员工在岗守护万家烟火

在广西南宁中燃公司的三塘站，场站运

行员每两小时巡检一次，确保燃气输配设

备设施正常运行。这座综合性场站兼具液

化天然气（LNG）气化与管输气调压功能，

源源不断的天然气通过地下管网输送到千

家万户的灶台。

南宁中燃公司调度中心的调度员莫凯

和陆曦，正紧盯电脑屏幕上的实时数据，严

密监控燃气管网运行情况。“春节期间，确

保燃气安全平稳供应是我们的责任和使

命。”莫凯表示。为应对春节用气高峰，南

宁中燃公司提前完成安全检查与隐患排

查，并制定了周密的值班值守、气源组织及

抢修抢险方案，确保南宁广大用户安全稳

定用气。电子客服员夏金香则通过后台系

统为用户提供咨询、报修等服务，入职三年

来，她每年春节都在岗位上度过。“我们希

望通过专业、热情的服务，为用户解决燃眉

之急。”夏金香说道。

在河南信阳，130余名巡查人员每日沿

1600余公里的燃气管网巡检，21名专业维

抢修人员24小时待命，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为确保气源供应，信阳富地燃气公司的危运

司机们凌晨5点便出发，将气源输送至23个

站点，为千家万户送去温暖。此外，信阳8个

营业厅春节期间均正常营业，网格维修人员

三班轮转，24小时待命处理用户问题，同时

还针对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用户专门推出

“暖心服务”，提供全天候上门充值服务。

在福建宁德，福鼎安然公司的智慧能源

中心大屏上实时显示着巡检车辆、各供气站

点运行情况和重点区域监测情况。智慧能

源中心运营员班组长张喜麟时刻关注着燃

气的供应情况和设备的运行状态“为保障春

节期间的安全用气，我们每日安排16人全天

候轮班值守，并准备了4台应急车辆，确保用

户反馈的各类燃气问题能够及时处置。”张

喜麟说。调度员们通过管网监控系统对燃

气管网及各监测点进行数据监测，一旦发现

异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协调各方力量进

行处理，确保燃气供应的稳定和安全。他们

深知自己经手的每一个数据、每一次操作都

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用气安全，因此始终保持

着高度的专注和严谨的态度，全心全意守护

着城市安全“生命线”。

“春节期间，我们营业厅正常营业，客

服热线24小时畅通。我们要确保用户在用

气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能第一时间得

到解决。”叶蕾介绍。在福建三明，永安安

然的营业厅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呈现出

一派忙碌景象。叶蕾是这里的一名客服人

员，春节期间，她和同事们坚守岗位，用热

情周到的服务为用户解答各类燃气使用问

题。为了更好地服务用户，她和同事们提

前梳理了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加强了

春节期间的业务培训，确保每位客服人员

都能熟练应对各种情况。只见她和同事们

穿梭在营业厅，无论是接待前来缴费的用

户，还是处理电话中的咨询和报修，都始终

保持着热情和耐心。

二十载坚守：初心如磐防寒潮
蓝焰长明映担当

二十载春秋更迭，寒来暑往，中国燃气

的保供使命始终如一。每年冬季的保供战

役中，从基层员工到项目公司管理层，无一

不将“守护万家温暖”刻入血脉。他们用二

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在风雪中筑起一道无

形的“温暖长城”，让凛冬的严寒始终无法

侵袭百姓灶台上的蓝色火焰。

在黑龙江哈尔滨，年近五旬的场站运行

员老张已连续19个春节未与家人团圆。他

说：“每年冬天都像一场‘守关战’，气供稳

了，心里才踏实。”像老张这样的员工，中国

燃气有千千万万。而项目公司的管理者

们，亦以身作则，与一线员工并肩作战。西

北区域总经理郝伟连续多年除夕夜驻守调

度中心，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场

寒潮的应对方案。“保供不是口号，是刻在

骨子里的责任。”他说。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从最初的手绘管

网图到如今的智慧能源监控系统，从人工

抄表到“指尖充值”服务，中国燃气的保供

体系在创新中迭代，但“气聚人和、造福社

会”的信念始终未变。

当新春的爆竹声响起，当寒潮的积雪覆

盖街巷，中国燃气人的身影永远在管线旁、

场站内、用户家中穿梭。他们用青春与热

血，将“保供”二字写成了漫长岁月里最温

暖的篇章。蓝焰跃动之处，皆是中燃人无

声的誓言：任凭风霜刀剑，此心炽热如初。

在寒潮的考验下，中国燃气二十年如一

日稳定保供，所有的项目公司的管理层、关

键运维人员在节日期间依然坚守岗位，为

数千万户家庭、2亿人提供安全、稳定的供

气服务。中国燃气的“蓝焰守护者”们用实

际行动证明了民生保供企业的责任与担

当，绘就了寒冬中最美的“暖”色。

中国燃气：数万员工春节在岗，奠定最“暖”底色

宁德蕉城：优化营商“软”环境
构筑发展“硬”支撑安徽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成效

南宁中燃三塘站的场站运行员们正在进行燃气设备设施巡检，确保燃气输配设备设施时

刻处于正常的运行工况。 （中国燃气供图）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0178 邮发代号 1-209 国外发行代号 4556D 社址：北京市亦庄地盛西路6号中改传媒大厦（邮编：100176） 值班电话13701088493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大工商广登字20180001号 零售价200元 每周一三五日出版 印刷单位：经济日报印刷厂（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综 合 04
本版编辑：张守营 Email：crdzbs@163.com 2025.02.16 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