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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发展“短板”

福 建 启 动 新 一 轮 扶 贫 开 发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通讯员尤立勇报道：今年以来，
重庆武隆县投资 1.17 亿元，对全县 22 个 1995 年以前建设
的农村老旧小水电站进行增效扩容改造，目前已经全面完
成并成功并网发电，惠及全县 13 个乡镇 3 万余人。据了
解，改造完成后，年发电量新增 8189 万千瓦时，按照火电每
度电耗煤 300 克计算，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82198 吨，减
少二硫化碳排放量 2466吨，生态效益明显。

项目建设过程中，武隆县水务局探索推行了“开放式改
造”模式，采取“水工建筑物+机电设备自动化+厂区环境”
综合改造方案，项目区不仅改造了引水渠、前池和机组，厂
容厂貌也焕然一新。此外，梯级电站采用远程操控发电机，
实现了“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自动化运行。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王磊报道：为切实减轻企
业和社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打造鲁西科学发展高
地，山东济宁市近日出台《济宁市政府免征市级部分行政事
业性收费实施办法》，共取消和免征 105 项市级行政事业性
收费，占市级收费项目总数的 66%。目前，市级征收的缴费
项目仅保留 53 项，成为全省保留收费项目最少、收费环境
最好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济宁市一直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2009 年就
率先在全省推行了涉企收费“一费制”改革，规范了涉企收
费行为。这次免征的收费项目中，涉及企业的有 11 项，主
要包括土地登记费、环境监测服务费等，将进一步减轻企业
负担，助推企业发展。

初秋的皖江，江水静远，两岸建设正
如火如荼；长江黄金水道最后一个深水港
郑 蒲 港 新 区 将 被 打 造 成 安 徽 的 “ 北 仑
港”；苏滁现代产业园是安徽参与“长三
角”互利合作、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最新
成果,这里将容纳 14 万人就业，总投资超
1300亿元；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凭借汽车、
设备制造、家电、日用化工等支柱产业，去
年用不足 28 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产值 2290 亿元⋯⋯。作为全国
首个以承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示范区，皖
江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规模正不断扩大。

突破城市总体规划限制，设
立江北、江南产业集中区，规划
建设沿江产业新城，打造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样板

从构建政策规划体系到创新体制机
制，再到加大财政金融扶持力度，安徽举
全省之力建设这片热土，让皖江之热辐射
全省、中东部地区乃至全国。

在政策规划上，国家发改委等 20 多
家部委与安徽省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有
的出台了专项支持政策。安徽省委、省政
府制定了含金量较高的“40 条”政策措
施，保障示范区建设。

在创新体制机制上，更具创新意识的
一步“妙棋”是，调整行政区划，撤销地
级巢湖市，所辖县区划入合肥、芜湖、马
鞍山；将普济圩农场划归铜陵管辖，为中

心城市发展拓宽空间。
财政上，安徽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

金 10 亿元，主要支持江北、江南产业集
中区、苏滁现代产业园、郑蒲港新区融资
平台建设。

3 年来，规划确定的皖江示范区四大
战略定位，即合作发展的先行区、科学发
展的试验区、中部崛起重要增长极、全国
重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已经
得到初步体现；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
见成效、五年大发展”总体部署，3 年目
标圆满实现。

体制上的突破，使新的发展格局得以
呈现。马鞍山市将原属巢湖的和县收入囊
中，江南、江北同属一市，马鞍山有了跨江
发展的可能。郑蒲港新区，这个拥有可以
停靠万吨级轮船的深水岸线 24.5 公里、、
辐射半径 500 公里范围内的 20 多个地级
市，GDP 总量超过 3万亿元的新区，正在按

照“港城一体、产城一体、城乡一体”的发展
定位，全力打造成安徽的“北仑港”。

科学承接、创新承接、绿
色承接，皖江示范区一批特色
鲜明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初
步形成

探索跨区域合作、利益分享新模式，
承接产业转移的成效更加明显。

滁州市借助苏滁现代产业园这一平
台，引进外来“活水”，着力建设一座可
带动 14 万人就业，集产业、商贸、金
融、居住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位于宣
城的上海白茅岭农场，加快推进土地开发
利用，合肥综合保税区建设也在进一步推
进。与“珠三角”、央企的合作不断深
化，皖粤合作项目总投资近 3000 亿元，

中央企业在示范区投资总规模超过 1.2 万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3432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3 年来，示范区万元
GDP 能耗年均下降 13.1%，万元 GDP 用
水量年均下降 7.6 吨，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到 90%以上，提前完成规划目标。开发
区 土 地 集 约 利 用 成 果 评 价 达 标 率 达 到
99.2%，亩均实现销售收入由 67.7 万元提
高到 117 万元。总投资 500 多亿元的环巢
湖生态示范区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巢湖治
理由此展开新篇章。

“随着国家推动对外开放由沿海向内
陆延伸、‘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入推
进，示范区的基础设施和现代产业体系逐
步完善、皖江示范区发展的潜能将加快集
聚。我们的重点是抓住转型发展这条主
线，加大体制机制再创新力度，深化开放
合作，促进转型升级。”安徽省发改委主
任张韶春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福建省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
扶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
新思路、新举措。由此，旨在突破薄弱环节、解决发展“短
板”、促进区域协调的福建新一轮扶贫开发拉开序幕。

福建县域发展不平衡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
制约因素。今后，扶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将坚持百
姓富与生态美相结合、造血与输血相结合、扶贫与扶智相结
合的原则，从产业发展、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科技创新、基础
设施建设、建设用地供应保障、改善金融服务和民生工程建
设等 7 个方面予以扶持。在扶贫开发机制体制的构建上，
则更着重于励志、造血、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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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跨区域合作利益分享新模式——

皖江示范区整合平台引“活水”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记者

倪元锦） 北京市日前通过《北京市空气
重污染应急预案》，将空气重污染分为 4 个
预警响应级别，由轻到重顺序依次为四级
蓝色、三级黄色、二级橙色、一级红色。该应
急预案通过意味着诸多应急措施中最受关
注的“红色预警日”单双号限行、停课等“六
停”措施即将正式出台。

《应急预案》规定，“橙色预警日”时，
“停产”“停工”“停放”“停烧”，即部分工业
企业停产、部分企业限产减少 30%的污染
物排放，部分土石方和建筑拆除工地停工，

全市烟花爆竹停止燃放，露天烧烤停止经
营。“红色预警日”还将增加“停车”“停课”，
即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渣土、砂石等易扬尘
的运输车辆停运，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总
和为“六停”。“截至目前，新《应急预案》中
提及的红、橙、黄、蓝4色预警所对应的污染
程度，在2013年都出现过，未来将会根据预
警等级，坚决严格执行预案中的相关措施。”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说。

据介绍，预测未来持续 3 天出现“严重
污染”的“红色预警日”时，全市各级党政机
关公务用车在执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基础

上，还将再停驶总量的 30%，即整体停驶
80%。《应急预案》若启动单双号限行，市
区公交、郊区客运企业将按高峰应急运力
配置车辆，优先调派纯电动、混合动力、天
然气等清洁能源公交车，全市将增加 2.1
万至 2.5 万辆运营车次，备班车辆不少于
150辆。

《应急预案》 已纳入北京市应急体系
中，是以“污染程度”来采取不同响应等
级的措施，与气象部门“雾预警”“霾预
警”有所不同。“单双号限行仅是‘红色
预警日’的系列措施之一，在预测未来持

续 3 天出现‘严重污染’时才会发生，限
行信息将通过多种渠道提前发布，公众无
需过多焦虑。”于建华说。

另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

倪元锦） 中国气象局京津冀环境气象预报
预警中心16日在京成立，这是我国首个区
域性环境气象中心，直属于北京市气象局。

据介绍，环境气象中心主要负责京津冀
及华北区域环境气象预报预警技术研究，制
作发布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光化学烟雾
等预报产品，制作发布重污染天气、雾、霾、
光化学烟雾等预警信息等工作。

如预测严重污染达 3 天将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学校停课等措施

北京出台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
国内首个区域性环境气象中心在京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