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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彭园园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遴选公

布 59个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其中，蚌埠凯盛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申报的玻璃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数字化车间标

准应用试点项目成功入选。

对于此次入选，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王松很高兴，他说：“进行数字化改造能够有效帮助我们降本

增效，提升产品质量。”他告诉记者，凯盛在 2020 年就开始对

现有的 7个生产车间进行改造，随着产能扩大，目前正在建新

车间，用于装配。

在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的同时，引入智能制造系统解决

方案，双管齐下推进企业数字化建设。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目前引入了 MES、5G、云星空 ERP、智慧园区管理等多

个数字化管理系统，将非标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和财务与

数字化系统深度融合，搭建以项目管控为核心，满足离散型

制造工艺要求的数字平台，实现玻璃新材料高端装备生产运

营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与绿色化。

按照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要求，蚌埠凯盛开展的

玻璃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数字化车间标准应用试点项目，将

以国家标准《数字化车间通用技术要求》（GB/T 37393-2019）
为 主 ，国 家 标 准《信 息 化 和 工 业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要 求》

（GB/T 23001-2017）、《浮法玻璃拉边机》（GB/T 36054-2018）
等多项标准为辅，形成一批推动玻璃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

造有效实施应用的“标准群”。

王松表示：“我们将以智能制造标准群相关要求为准绳，

建设更高标准、更高效率的智能工厂。”在应用“标准群”过程

中，根据玻璃新材料装备产业的离散型制造、非标定制、独立

项目管理等特点，针对性地找出在线检测、智能物流、互联互

通、节能降耗等环节的标准条款要求与实际生产制造应用难

题和差异，提出适应玻璃新材料装备产业发展需要的标准修

订建议。同时，针对以上难题形成解决方案，在本行业及上

下游企业进行相关推广，推动行业智能制造发展升级。

发挥标准支撑引领作用，推动制造业企业运用标准化方

式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据了解，近年来，蚌埠市市

场监管局积极开展“标准化+”行动，引导和推动蚌埠市产业

链优势企业开展国家和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创建，不断提升

企业参与国内外标准化活动的实践能力和水平，全市已建成

国家级试点项目 4个、省级试点项目 17个。

标准化建设
赋能智能制造

■ 本报记者 何珂

“这里离公司很近，上下班方便。房间内家具家电设施

都很齐全，拎包就能入住。楼下还有免费的健身房、活动场

所、社区食堂，感觉很不错。”近日，在合肥市包河区一家高新

技术企业工作的王继芳告诉记者，“去年来到合肥工作，没想

到公司附近就有很不错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租住在这里很安

心，再也不用担心房子问题了。”

“安居”是“乐业”的前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因

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

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

近年来，我省金融机构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运营

的支持力度，差异化实施住房信贷政策，提升相关服务便利

度，多措并举帮助百姓安居、乐居。

保障性住房项目体量大、周期长，离不开长期资金支

持。“在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安徽辖内银行机构加强与

地方政府部门的沟通合作，及时了解各地市保障性租赁住房

以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规划，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中长

期信贷资金支持力度。比如，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加大对保

障性住房项目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已向合肥、阜阳、宿州等地

发放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 111.19亿元，积极满足新市民安居

需求。”安徽银保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2年 12月末，

辖内银行机构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余额 3015.54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充分利用公

司住房租赁贷款产品优势，支持政府及社会资本方盘活存量

资产，将存量的政府安置房、租赁用房等改造为保障性租赁

住房。截至 2022年 12月末，该行公司类住房租赁余额 36.85
亿元，累计支持项目 50个、房源筹集 3万套，目前已取得保障

性租赁住房认定书 22个、房源数量 1.18万套。

在助力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的同时，我省金融部门和金

融机构也在优化贷款政策、提升服务质效等方面不断探索，

降低百姓住房消费压力、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需求。

为满足新市民合理购房需求，我省坚持住房贷款资源

向首套房倾斜，根据新市民特征执行差异化信贷政策，优

先支持新市民进城安家购房需求。截至 2022 年 11 月末，

辖内银行机构首套房贷款余额 1.56 万亿元，占个人住房贷

款 95.12%。

同时，围绕新市民住房消费需求，我省各金融机构有针

对性地创新产品和服务，帮助越来越多人安居乐业。比如，

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针对农民进城后的购房需求，推出“农

民安家贷”，利率较首套房利率再降 10BP，降低购房成本，并

且可选择按季度、半年、年度等还款，提升还款便利度，2022
年累计投放 47 亿元；徽商银行、农商行等地方法人机构对新

市民购房群体，在首付比例、贷款利率优惠上比照刚需客户

执行差别化政策，持续强化新市民购房信贷支持。

发展保障性住房、优化住房金融服务是惠民生的实事。

要把好事做好，还要牢牢守住风险底线。业内人士表示，监

管机构要加强业务指导和风险监测，建立健全保障性租赁住

房金融风险监测和防控体系，定期监测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支

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情况，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

置。同时，防止以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名义搞变通、打“擦边

球”，进行监管套利。

金融服务
助力百姓安居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价格监测是党委、政府了解掌握市场运

行情况的重要手段，事关民生福祉、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今后，价格监测将有专

门的管理办法。日前，《安徽省价格监测预

警管理办法》对外公布，明确了价格监测预

警基本原则和方式，细化了价格监测预警方

式方法，其中特别提到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

监测将实行目录管理，建立全省统一的价格

监测预警平台，完善价格监测预警手段。办

法自今年 3月 1日起施行。

菜价、肉价近期上涨多少？物价水平有

没有剧烈变化？民生商品的市场供应变化

情况如何？……价格监测是反映市场价格

变化的重要手段，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

关。目前，全国 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已由市场形成，通过价格监测预警活动，发

布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信息，有利于营造公

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引导价格预期，处理好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近 年 来 ，我 省 价 格 监 测 工 作 以 保 供

稳价为重点，紧盯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变

动 ，加 强 监 测 预 测 预 警 ，为 保 障 经 济 平 稳

运 行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 但

随 着 形 势 的 发 展 ，监 测 体 系 不 健 全 、监 测

任 务 落 实 难 、信 息 化 建 设 水 平 低 、相 关 工

作缺乏法理依据等问题逐步显现，亟待通

过 立 法 予 以 解 决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相 关 负

责人表示。

信息化，是推进价格监测预警的最高效

手段。《管理办法》明确提出，省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应当统筹推进价格监测预警信息化

建设，建立全省统一的价格监测预警平台，

完善价格监测预警手段。

根据规划，全省价格监测预警平台覆盖

省、市、县（市、区）各级价格监测部门，以及

全省约 1500 余个价格监测点，含大型超市、

农批市场等。重点监测生鲜粮油、大众食

品、日用消费、烟酒饮料、家电数码、母婴用

品等销量、价格信息，为民生保障和政府决

策提供高效的信息化支撑。

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监测将实行目录

管理。目录主要包括居民消费商品和服务、

工农业生产资料和重要产品、畜禽养殖和特

色农产品、房地产、劳动力、其他商品和服务

等方面的价格监测事项。

在 特 殊 时 期 ，市 场 上 可 能 会 发 生 价 格

波动，政府部门须建立价格应急预案，做好

应对准备。《管理办法》提出，县级以上政府

价 格 主 管 部 门 应 当 建 立 价 格 应 急 监 测 制

度，制定价格应急监测预案。启动相关商

品和服务价格应急监测的条件包括：重要

商品和服务价格出现或者可能出现异常波

动；发生争购抢购某类商品现象；重大突发

公共事件、重大自然灾害、重要节假日、重

大活动期间。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管 理 办 法》还 细 化 了

价格监测预警方式方法，主要对应急监测、

市场巡查、专项调查、价格形势会商分析、

价格预警、信息发布等进行规定，明确各种

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监测方式，强调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应当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热点和

难点问题、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价格问题以

及价格政策执行中反映的突出问题及时开

展专项调查，加强动态监测和趋势分析，同

时应当主动向社会公众发布价格信息。

《安徽省价格监测预警管理办法》今年3月1日起施行——

我省建立价格监测预警统一平台

■ 本报记者 何珂

开放发展，通道先行。口岸是对外开

放的重要通道和窗口，也是区域开放的重

要平台。

水运通江达海，陆运贯通亚欧，空运

纵 横 全 球 …… 虽 身 处 内 陆 ，但 安 徽 不 断

畅通“水、陆、空”国际物流大通道，打造

内 陆 开 放 新 高 地 ，推 动 开 放 型 经 济 高 质

量发展。

去年底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口岸建

设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5 年）》明确，

以 合 肥 口 岸 枢 纽 核 心 、沿 江 口 岸 带 为 重

点，兼顾其他口岸（场站）需求，加强与沪

苏浙口岸战略合作，巩固提升现有通道功

能，着力开拓新通道，形成全省口岸互联

互通、连接全国、通达全球主要口岸的通

道体系。

通江达海

释放“黄金水道”货运潜力

安徽到海的距离有多远？地图上方

寸 之 间 ，实 则 数 百 公 里 。 但 安 徽 拥 有 长

江、淮河等“黄金水道”，水运出口是广大

外贸企业的主要选择之一。“水运运力大，

物流成本低，芜湖港多条直达航线以及海

关通关一体化等便利举措弥补了时间上

的劣势，出口汽车即装即走。”奇瑞国际公

司生产物流总监殷士俊说。

风从海上来，发展势如虹。1月 31日 12
时，满载 5255.91吨钢材的中国籍“同茂 5”轮
缓缓驶离马鞍山港 6 号码头，出境前往中

国香港。这是新年从安徽口岸出境的首

艘中国籍货轮，也是总吨位最大、载运货

物量最多的外贸直航船舶。

直航常态化复航，为外贸企业进出口

提供更多国际物流方式，有利于企业节约

成本、提高效率。“为保障口岸直航业务顺

利恢复，用好长江水道资源，我们抽调业

务 骨 干 成 立 工 作 专 班 ，统 筹 做 好 疫 情 防

控、口岸监管和通关保障等各项工作，全

流程做好通关服务，保障出口货物和船舶

快速通关。”合肥海关所属马鞍山海关副

关长黄伟表示，将继续发挥好改革措施成

效，提升口岸物流效能，作好直航航线保

障，全力支持港口构建国际贸易新通道。

近年来，为支持安徽口岸打造物流大

通道，发挥水运潜力，合肥海关不断深化

改革创新，提升通关效率，助力安徽外贸

保稳提质。“全面推广‘船边直提’‘抵港直

装’政策，扩大离港确认试点至安庆、池

州、铜陵、芜湖、马鞍山 5个一类水运口岸；

支持安庆港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发挥效用，

整合整车保税、检验监管、关税核缴等业

务流程，为进口整车提供‘一站式’监管服

务，2022年平行进口汽车 1175辆、货值 4.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2.6倍、20.8倍。”合肥

海关关长辛建民说。

为进一步畅通水运口岸大通道，《安

徽 省 口 岸 开 放 发 展 行 动 方 案（2022 年 —

2025 年）》提出，加强与长江中上游港口

航线合作，提升集装箱集疏运能力，将芜

湖 港 打 造 成 为 长 江 下 游 集 装 箱 转 运 中

心。支持蚌埠建设淮河流域集装箱航运

中心，开通蚌埠—宁波集装箱航线，常态

化运营蚌埠—上海 /太仓 /连云港、周口 /漯
河—阜阳—蚌埠等集装箱精品航线。开

通江淮运河集装箱航线，丰富“港航巴士”

航线网络。

多点发力

支持“钢铁驼队”扩量增效

1月 27日，正月初六，合肥北站物流中

心一片繁忙。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列满

载货物的合肥中欧班列缓缓启程，将经霍

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俄罗斯吉洪诺沃。

中欧班列是往来于中国与欧洲国家

间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被誉为新

丝绸之路上的“钢铁驼队”。“中欧班列辐

射地域广，综合运输承载量、运输时间、运

输成本等因素，较海运、空运有优势。不

断增大的班列开行密度和新增线路，帮助

我们保住了订单，稳住了市场预期。”安徽

众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经理崔伟说。

据悉，自 2014 年 6 月开行以来，合肥

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 2800 列，发运 23
万标准箱。汽笛声响彻欧亚大陆，编织出

一张国际物流网络，开行线路已贯通阿拉

山口、霍尔果斯、满洲里等七大铁路出境

口岸，点对点直达德国、俄罗斯、法国等

18 个国家，汉堡、杜塞尔多夫、布达佩斯等

87个国际站点城市，基本实现了对欧洲的

全覆盖。

为支持班列稳定运行，合肥海关所属

庐州海关结合“合畅 2022”“畅口岸、稳外

贸”系列专项行动，建立“线上受理+线下

对接”的联动机制，细化落实促进外贸保

稳 提 质 具 体 措 施 ，着 力 优 化 口 岸 监 管 模

式，与铁路、陆港等部门协调联动，高效对

接班列通关审核、放行等环节；支持促进

以铁路运输为核心、多式联运为纽带的物

流监管模式，精准施策推进信息共享和互

联互通；量身制定班列监管方案，引导企

业规范申报，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加强信息共享和电子数据传输交换，保障

“即报即办”。同时，针对回程班列全程运

费计入完税价格的情况，制定详细的回程

运费分段结算操作办法，实行“一单到底、

两段结算”运费机制改革，为企业减税降

负。2022年，合肥中欧班列共开行 768列，

同比增长 15%。

《安 徽 省 口 岸 开 放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22 年—2025 年）》明确，要加快推进合

肥 陆 港 型 国 家 物 流 枢 纽 建 设 ，大 力 实 施

“合肥中欧班列+”战略，优化整合全省资

源，科学规划班列路线，将合肥中欧班列

延伸至省内有需求的城市，着力拓展合肥

中欧班列的线路、站点和覆盖面。深化我

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口

岸（场站）间交流合作，稳定开行经霍尔果

斯、阿拉山口班列，进一步开拓经二连浩

特、满洲里等班列。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

通道，依托中老铁路，开行合肥—老挝万

象、越南河内等班列，大力拓展提升我省

与东盟经济区的国际物流通道。

加强建设

护航“空中通道”高效通达

近日，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机坪上，

海关关员在有条不紊地监管智利车厘子

包机有序装卸。

这个春节，不少安徽人餐桌上的车厘

子都来自空运口岸。“2022 年底，3 个星期

的时间内，我们共验放进口鲜樱桃 155 批

次、883 吨。”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有关负责

人说，空运速度快，海关不断动态优化调

整监管作业流程，分秒必争缩短货物在口

岸停留的时间。

“蜀山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货物运送至

合肥机场后，由海关即刻对其数据进行核

销并实施监管，只需要几个小时便可以装

上去欧洲的飞机，当天即可抵达目的地，

时效非常高。”安徽宏远物流有限公司物

流经理杨文东说。

去年以来，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持续优

化完善口岸软硬件设施，指导监管作业场

所升级改造。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加深了

合肥与全球重要货运枢纽的航空物流联

系，为合肥和全省企业与全球贸易往来搭

建了更加高效快捷的“空中通道”。过去

一年，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口岸新开了直航

大阪、阿姆斯特丹、亨茨维尔等地的国际

货运航线 3 条，合肥新桥机场海关共监管

进出境航班 744架次，同比增长 31.4%。

“2022 年，我们积极打造区域航空枢

纽及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全力保障

货运航线开通、航班加密，加快企业维持

产业链运转关键设备和物料的口岸通关

速度，综合运用机坪接货、集中担保、协同

布控查验保障集成电路进口设备从机坪

直达产线。”辛建民介绍，全年监管进出口

空运货物 2万吨，同比增长 29.5%。

我省明确，以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芜

宣机场为主，其他支线机场为辅，与国际

枢纽机场建立货运联盟，积极参与长三角

世界级机场群协同发展，构建高效通达的

国际国内货运航线网络体系。同时，将打

造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力争每年

新增 3 条以上国际及地区全货机航线；到

2025年，开通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 20条以

上，力争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达到 140
万人次，国际航空货邮吞吐量达到 14 万

吨。加快推进芜湖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港

建设，到 2025 年，完成枢纽港机场改扩建

一期工程和京东二期转运中心建设，力争

开通 5 条以上国际全货机航线、国际航空

货邮吞吐量达到 12万吨。

我省着力构建功能完善我省着力构建功能完善、、通畅便捷的通畅便捷的““一核一核
一带多节点一带多节点””口岸体系口岸体系——

让让““出海口出海口””通到通到““家门口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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