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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综治江淮行·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新春伊始，中国（安徽）自由贸

易试验区蚌埠片区法治化营商环境

实践基地加紧筹备关于合同风险防

范的专题讲座，准备向辖区企业普

及法律知识。

在蚌埠市禹会区政务服务办事

大厅，安徽昊驰商贸有限公司负责

人秦昊伟仅用 1 小时就在“一照通”

企业专窗办好了营业执照。

“一照准营，办事速度之快超乎

预料，现在服务效率真高！”秦昊伟

感慨。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蚌埠

坚 持 运 用 法 治 手 段 打 造 服 务 型 政

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审

批、“加”服务、“除”壁垒、“乘”效应，

全面推广容缺后补、绿色通道、告知

承诺等便利化措施，完成市、县、乡

三级横向衔接、纵向贯通的权力清

单和责任清单体系构建，政府依法

行政水平迈上新台阶。

该市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

99.3%，平 均 承 诺 办 理 时 限 压 缩 至

1.26 天，平均提交材料 1.41 件，精简

比 例 、平 均 办 理 时 限 、“ 最 多 跑 一

次”、“一窗”分类办理事项全省领

先。通过升级改版“长三角政务服

务地图”，101 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跨省通办。

针对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等群

众关注度高的领域，蚌埠充分行使

地方立法权，先后制定《蚌埠市城

镇绿化条例》《蚌埠市城市管理条

例》《蚌 埠 市 住 宅 物 业 管 理 办 法》

等 13 部 地 方 性 法 规 、10 部 政 府 规

章，以“良法”促“善治”，改革发展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一 些 难 题 依 法 得 以

解决。

运用市长热线等渠道，蚌埠市

广 泛 收 集 人 民 群 众 对 政 府 建 设 反

映强烈的问题，充分运用法治的办

法化解矛盾、服务群众。在全省率

先 成 立 专 业 性 行 业 性 网 络 在 线 金

融纠纷调解工作室和中国（安徽）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蚌 埠 片 区 人 民 调

解 工 作 站 。 推 动 建 立 多 方 主 体 参

与的多元化解纠纷工作体系，建成

规范化调解组织 1263 个，实现市、

县 、乡 、村 四 级 调 解 网 络 全 覆 盖 。

建立综治牵头、司法为主，信访、公

安、法律服务共同参与的化解矛盾

纠纷“五位一体”工作机制和矛盾

纠纷化解排查、调处、回访、分析、

预警预防“五步工作法”，群众的法

治获得感不断增强。

把权力关进笼子，依法行政更

规范。《蚌埠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

定》出台，求解“一言堂”，减少“拍脑

袋决策”。通过推进规章、规范性文

件监督管理，动态调整市政府规范

性文件目录和文本内容，全面完成

涉及优化营商环境、政务公开等重

点工作任务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

件清理工作。目前，蚌埠市现行有

效行政规范性文件 317 件，为经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坚 实 法 治 保

障。不久前，该市获评全国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市。

以法治助推服务型政府建设

1 月 31 日，港口机械在铜陵港长江笠帽山港区装卸物资。随着节后企

业全面开工生产，铜陵港长江各港区通过铁水联运、启动直航业务等举措

提高吞吐量，保障新年经济开好头、起好步。

本报通讯员 过仕宁 摄

本报讯（记者 何珂）近日，记者

从合肥海关获悉，2022 年安徽口岸

出口整体通关时间为 0.42 小时，即

不到半小时。

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主

要负责人李晶介绍，公司近日通过

“两步申报”模式向宣城海关申报进

口一批集成电路。“采用‘两步申报’

叠加‘提前申报’模式报关，在无需

查验的情况下，从完成概要申报到

收到系统放行指令不到 1 分钟，大

大加快了货物流转时间，保证了生

产需要。”李晶说。

合肥海关综合业务处处长姚剑

表示，压缩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是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通关便利

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为了帮助企业

降成本、保订单、畅物流，合肥海关

积极推进各项便利措施，综合运用

“两步申报”“提前申报”“船边直提”

“抵港直装”等作业模式，优化通关

环节，切实做到物畅其流。

全省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减至半小时内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记者 1

月 31 日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继城

市黑臭水体治理之后，我省正下大

气力治理农村黑臭水体，并提出目

标——到 2025 年全面消除农村黑

臭水体。

今年 1 月，省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安徽省农村净水攻坚行

动方案》，明确以县（市、区）为单位，

2023 年、2024 年农村黑臭水体数量

累 计 消 除 比 例 分 别 不 低 于 45% 、

70%，到 2025 年，农村水体黑臭现象

全面消除。

我省是农业大省，有 1.47 万个

行政村，农村环境问题点多面广、

区域差异大，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

治理任务异常艰巨。去年 5 月，省

生 态 环 境 厅 部 署 在 全 省 开 展 农 村

黑臭水体全面排查，共排查出 3600

个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 从 分 布 的 位 置

看，呈北多南少态势，淮北、亳州、

阜 阳 等 皖 北 六 市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共

3074 个 ，占 全 省 黑 臭 水 体 总 数 的

85%。黑臭水体清单将根据排查情

况动态调整。

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贾良清

表示，针对问题，将坚持精准、科学、

依法治污，深入实施农村净水攻坚

行动，综合采取控源截污、清淤疏

浚、水体净化等措施，实施“五治两

清一连通”系统治理。

“五治”是治理生活污水、治理

畜禽养殖废水、治理水产养殖尾水、

治理工业和服务业废水、治理种植

业面源污染；“两清”是清理各类垃

圾、清理淤积底泥；“一连通”是打通

连接农村水系。

今年，省财政将统筹 5 亿元资

金支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其中拿

出 3 亿元采取竞争性评审的方式，

选择 8 个至 10 个有基础、有条件的

县（市 、区）开 展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治

理试点。

考核推动责任落实。就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我省明确，开展治理成

效督察和考核，将农村生活污水、黑

臭水体治理任务完成情况，作为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内容，并纳

入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乡村振兴

战略实绩考核，纳入省政府对各市

政府和省直相关单位的目标管理绩

效考核。

我省深入治理农村黑臭水体
计划到2025年全面消除

■ 本报记者 汤超

近日，在桐城市吕亭镇狮山村，村民

胡再军正在将腌制的鸡鸭鱼肉一只只、一

排排地晾晒在屋檐下。地道的乡村腊味

在冬日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多亏

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们在新房里过了

个好年。”胡再军笑着对记者说。

走进老胡家的新居，记者看到宽敞明

亮的客厅、功能齐全的厨房、干净整洁的

卫生间……

今年 49岁的胡再军是个木工，他的父

母年纪大了疾病缠身，女儿在上小学，家庭

负担重。“以前我住的房子是土坯房，多处

开裂，一到下雨天屋里就漏水，冬冷夏热，

住在里头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胡再军

说，后来镇村干部到他家宣传危房改造政

策，正好他家符合改造条件，“拆了旧房，政

府补助 2万元帮着盖起了漂亮的新房子。”

“你看，现在我家里冰箱、洗衣机、电视

啥都有，这些柜子、桌椅是我自己做的。我

有手艺，不愁找不到活计，以后日子是越过

越好啦。”老胡对新的一年充满了信心。

改的是危房，暖的是民心。2022 年，

桐城市改造农村危房 77 户，发放补助资

金 114.8 万元。从 2018 年至今，该市共完

成农村危房改造 2473 户，发放补助资金

3249.2 万元，切实保障了农村低收入群体

居有所安。

危 房 改 造 是“ 两 不 愁 三 保 障 ”中 保

障 住 房 安 全 的 重 要 内 容 。 桐 城 市 住 房

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张军告诉记者，该市

结合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加大对

低 收 入 群 体 住 房 情 况 的 摸 排 。 驻 市 住

建局纪检监察组强化监督检查，对危房

改造中的资金进行监管，保障每笔钱花

在刀刃上。

顺着一条弯曲的山路，记者来到位于

半山腰的桐城市黄甲镇石窑村章屋组。

“能住进这么好的房子，心里真敞亮。”58

岁的低保户章国祥乐呵呵地说。去年 5

月，章国祥家的旧房子被认定为 D 级危

房，经过 3 个多月的旧址拆除重建，如今

他住进 70 多平方米的新房子。政府还帮

助他实施改厕，安装了坐便器，环境卫生

得到了极大改善。

“现在家门口的土路也修成了水泥

路，我买了一辆电动四轮车，给人拉拉货，

自力更生嘛。”章国祥笑着说。

“农村危房改造是一项惠民工程、民

心工程，我们将按照应改尽改的原则，帮

助农村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给

困难群众一个温暖的家。”张军表示。

新年住新居 展望幸福景

1 月 30 日，淮南市求职者

在 2023 年安徽省区域劳务用

工 对 接 招 聘 会 现 场 找 工 作 。

当日，2023 年安徽省区域劳务

用工对接专场招聘会在淮南

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来自淮

南、合肥、芜湖、马鞍山 4 市的

102 家 重 点 企 业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3万余个。

特约摄影 陈彬 摄

■ 本报记者 黄永礼
本报见习记者 班慧

一年之计在于春，开局起势见精神。

1 月 28 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发扬

自我革命精神坚持严的基调持续深化

“一改两为”全面提升工作效能大会在合

肥召开，擂响了奋进催征的响鼓。

鼓点声声催奋进，不负春光起好步。

全省各地闻令而动，及时召开新春

首会，归位收心提神，热火朝天干起来，

热血沸腾拼起来，全面改作风、全速抓项

目、全力拼经济，以实干开启新征程，推

动省委“新春第一会”精神的落地落实。

“拼”字当头，跑起来冲起来

发展经济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

进也是退。一个“拼”字，频频出现在各

地的新春首会上。

保持拼的勇气，强化拼的劲头。1 月

29 日，马鞍山市召开持续深化“一改两

为”暨制造业三年倍增攻坚年动员大会，

打响“紧扣高质量、全力拼经济”的发令

枪，动员全市从招大引强、创新驱动、企

业培育等七个方面，强化拼的攻势，奋力

跑出转型升级的加速度。

同样是在 1 月 29 日，淮北市召开全

市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工业经济工作

会议，主题聚焦于“拼经济、稳增长”，落

点也在一个“拼”字上：敢拼、会拼、能拼、

善拼，在招商引资上敢拼抢、在项目建设

上敢拼争、在工业发展上敢拼搏，靠拼搏

建设现代化美好淮北。

自加压力，提速竞跑。各地跑起来、

冲起来，拼速度、拼力度。

起步就全速，开年就决战。1 月 30

日上午，肥东县举行决战决胜“双千亿”

誓师大会，动员全县上下以“击鼓催征、

奋楫扬帆”的状态，以“事不避难、难中

求成”的担当，全力冲刺 2023 年地区生

产 总 值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双 千 亿 ”目

标，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

重 整 行 装 再 出 发 ，越 是 艰 险 越 向

前。1 月 30 日，太湖县召开持续深化“一

改两为”暨工业强县、招商引资誓师大

会，表明一个坚定决心：以更大力度改进

作风、以更优环境为企服务、以更实举措

为民办事；释放一个强烈信号：坚定不移

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把招商引资作为高

质量发展的“第一要事”，全力以赴抓实

抓好，为太湖发展注入新动力、催生新动

能、打开新局面。

铆足干劲，奋力争先进位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局之年，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

全力拼经济的首年。在这个重要节点的

年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答案就在

苦干实干、奋发奋进。

“追赶江浙、争先江淮！”1 月 29 日，

宣城市召开持续深化“一改两为”发展壮

大民营经济大会，发出争先进位的强烈

信号。

“追赶江浙，差距在民营经济，希望

在民营经济。”宣城市清醒认识到短板所

在。会上发布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 18 条举措，着眼“管用”导向，涵盖畅

通政企沟通渠道、强化要素资源保障等

方方面面，政企同心、双向奔赴。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

成。各地锚定航向，脚踏实地，奋力把目

标愿景变为美好现实。

“聚焦高质量、冲刺八千亿、建成副

中心”，是芜湖市确定的今后五年的奋斗

目标。1 月 30 日上午，芜湖市启动全市

“双招双引”重点项目集体调研活动。1

天半时间里，调研组陆续走访全市 11 个

县市区、开发区等单位，现场调研 22 个

重点项目，并召开调研总结会，分析形

势、总结经验、查找短板，为全市发展把

脉定向，打好高质量发展主动仗。

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各地奋力

前行，努力把开局之年变成奋进之年。

实施“产业强市大提升”行动、“平安

合肥建设大提升”行动……1 月 30 日下

午，合肥市召开全市高质量发展暨“一改

两为”推进大会，部署实施“十大提升行

动”，号召全市上下拿出“拼”的状态、强

化“争”的意识、鼓足“创”的勇气、永葆

“闯”的劲头，奋力实现“五个走在前列”。

笃行不怠，强服务优环境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经济发展舞

台上的“主角”。新春首会上，很多地方

都把企业家奉为“座上宾”，问计问需，

竭力创优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拔节

生长。

政企同心，勇毅前行。1 月 28 日下

午，阜阳市举办“企业家日”活动并召开

“企业家恳谈会”，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与企业家代表面对面，听心声、话愿

景、谋发展，同心协力拼经济，推动阜阳

加快追赶跨越。

展现“一改两为”新气象，打好“双招

双引”新攻势。1 月 29 日，滁州市召开

“双招双引”暨深化“一改两为”工作动员

大会，开展重大“双招双引”项目集中签

约，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21 个，国家级

领 军 人 才 项 目 10 个 ，总 投 资 超 530 亿

元。会前，还在滁州经开区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现场，举行了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心

贴心、实打实的服务，才能激活优环境

“一池春水”。

1 月 29 日，黟县举行 2023 年“双招双

引”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暨体悟实训成果

转换仪式，集中签约 14 个项目、总投资

43.6 亿元。县委负责人表示，将以最大

的 诚 意 ，尽 最 大 的 努 力 ，打 造“ 空 气 政

府”，创优营商环境，量身定制更贴心、更

暖心、更安心的“政策大礼包”，让企业家

在黟县生活舒心、投资放心、发展顺心。

1 月 30 日 ，旌 德 县 党 政 干 部 、企 业

家、招商大使等汇聚一堂，共商推进全县

工业发展暨“双招双引”大计。2023 年，

旌德县委将“工业强基补链”工程，列为

“一号文件”重要内容。旌德县委负责人

提出，全体干部职工要精准聚焦、精准施

策、精准服务，以务实的作风、实际的行

动，尽心竭力帮助工业企业打开空间、做

大做强。

时序更替，梦想前行；快马加鞭，气

象万千。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正在朝

我们走来；一个千帆竞发的图景，正在江

淮大地铺展。

全省各地贯彻落实“新春第一会”精神，以实干开启新征程—

擂鼓催征，拼起来干起来

■ 本报见习记者 方舢

日前，在天长市石梁镇，总投资 100

亿元的新能源项目雏形渐成，厂房建设进

入封顶阶段。

“为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我们用了 8

个月的时间，征迁 10 平方公里土地，涉及

25 个村民组、1150 户居民，全过程实现零

上访。”石梁镇镇长周以凯说。

“石梁效率”从何而来？在与百亿项

目一街之隔的石梁镇石街社区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室里，村民刘忠华正向在这里值

班的天长市扬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萍咨

询相关法律问题。

“ 征 地 拆 迁 补 偿 ，都 是 依 法 依 规 来

办。遇到不懂的就来问律师，疑惑没有

了，矛盾自然就少了。”刘忠华说。

“自从村（社区）里有了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室，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意识不断增强，

乡村法治氛围越来越浓厚。”石梁司法所

所长刘汉校说。

刘汉校介绍，2018 年 5 月以来，该镇

与天长市扬天律师事务所签订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合同，推行一村（社区）一

法律顾问制度，为居民在征地拆迁、农业

生产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诉讼代理等

法律援助服务，助力法治思维在一件件

具体的案例中走进田间地头、走进群众

心里。

据了解，天长市近年来在全市范围

内全面推行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一

村（社区）一警、一村（社区）一法官、“法

律 服 务 热 线 ”进 村（社 区）等 制 度 ，着 力

打 通 基 层 法 律 服 务“ 最 后 一 公 里 ”。 目

前，该市共建成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 区）2 个 ，省 级 民 主 法 治 示 范 村（社

区）15 个。

打通基层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精准对接送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