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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近年来，广西不断
加大对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扶持力度，有创业意愿的大学
生除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外，还可享受税收减免及免收
证照登记等行政事业性收费。

据介绍，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可
以申请培训补贴。对缺乏创业资金的，可以申请不超过
1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并由财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全
额贴息。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身患残疾、已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可申请一次性
求职创业补贴。

另外，高校毕业生创业还可以享受每年 9600元限额
的税收减免政策，并免收管理、登记、证照类等相关行政
事业性收费。入驻创业孵化基地的创办企业，可以享受
场地和水电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社会
保险补贴、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贷款贴息等政策。

广西多举措扶持大学生创业

新疆推进行政权力事项精简

本报讯 记者马呈忠报道：新疆推行本级政府部门
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建设工作进展顺利，纳入
清理范围的 60 家单位涉及权力事项基数 3853 项，经审
核减少 1284项，精简 33.3%。

“建立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根本出
发点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与社会活力的‘加
法’。”新疆党委编办（审改办）主任范崇民介绍说。

经过近一年时间，新疆除了权力事项的大幅精简，
非行政许可审批已全部取消。执法重心进一步下移，自
治区与地县共有的行政处罚权，除涉及跨设区的市的重
大复杂处罚事项外，一律实行属地管理。同时，资质资
格认定类权力得到削减，权责匹配取得制度性突破。

本报讯 记者薛海燕、通讯员孙昂报道：截至今年上
半年，江苏全省 PPP项目库共有入库项目 388个，总投资
7615 亿元，涉及交通、保障房（棚改）、环境治理等 17 个
领域，实现全省市县入库 PPP项目全覆盖。

为推动 PPP 项目的发展，江苏省级财政积极探索财
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参与 PPP 项目的有效
方式，建立了财政支持 PPP 奖补机制。对列入省以上试
点的 PPP 项目，省财政给予一定的前期费用补贴，至目
前已安排两批共计 3600 万元的补贴。对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落地，经验收合格的试点项目，按吸引社会资本出资
资本金给予 1%—5%的奖补资金，省辖市级 PPP 项目最
高可获得 2000万元奖补。

江苏实现入库PPP项目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报道：随着商事
制度改革不断深入推进，河南省营商环境
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河南省新登记各
类市场主体保持高速增长，新登记 47.48
万户，同比增长 17.4%；日均新登记企业
649户，是商事制度改革前的 2.7倍。

今年以来，河南省在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中，坚持问题导向，随着“先照后
证”“三证合一”等关键环节的突破，市
场主体注册时间大幅缩短，创业门槛不
断降低，增强了创业者的信心。今年上
半年，河南省新登记私营企业达 10.91
万户，同比增长 26.5%；新登记个体工
商户 34.48 万户，同比增长 13.6%；千人
拥有市场主体数量由改革前的 24 户提升

到现在的 36 户，增幅达 49.2%。据统
计，改革后河南省企业每增长 1 万户，
带动 GDP 增长 182.07 亿元；全省创业
活力指数为 25.2%，较改革前的 2013 年
提升了 2.3个百分点。

不仅注册量、创业活力指数等在增
长，河南省市场主体类型结构也在不断
优化，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增长，“互联
网+”、跨境电商、创业基金管理、保税
展示交易等新兴行业集聚发展。上半
年，河南省企业个体比达到 0.34∶1，
居中部六省首位。私营企业和现代企业
成为投资的绝对主力，私营企业在新登
记企业中的占比达到 92.38%。现代制造
业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9.6%，现代服务业

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26.5%，其中，“互联
网+”产业同比增长超 1 倍，促进了全省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目前，河南省第一、二、三产业市
场 主 体 数 量 占 比 分 别 为 6.8% 、 7.6% 、
85.6%，服务业主导地位不断巩固。今
年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市场主体同比增
长 10.5%，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重由去
年同期的 35.1%提高至 41.5%，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由 23.5%上升至 50.6%，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统计显示，商事制度改革实施后，
河南省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增加
了 310.8 万人，每个企业平均吸纳就业
7.4 人，个体工商户为 2.9 人。新设小微

企业平均每户带动就业增长 10.9%，个
体私营经济新增就业人员占全省新增就
业人口的比重超过 90%。

商事制度改革推动了注册制度便利
化，也提出了“宽进严管”的要求。随
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和经营异常名
录制度的落实，河南省企业信用意识日
益增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成为
社会公众、政府管理部门特别是银行等
金融部门查询企业信用状况的重要平
台。今年上半年，河南省有 6141 户企业
因被有关部门或金融机构联动实施相应
限制后，主动履行公示义务，申请移出
经营异常名录，“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效应初步显现。

河 南 营 商 环 境 持 续 向 好
上半年日均新登记企业649户，是商事制度改革前的2.7倍

六盘山片区一直是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乃至全国的贫中之贫、难中之
难，单靠一省一地的单兵种作战很难取
胜。8 月 2 日至 4 日，六盘山片区政协精
准扶贫交流推进会在兰州举行，甘肃省
委书记王三运认为，六盘山片区必须打
一场多兵种合成、立体化推进的现代攻
坚战，才能确保片区脱贫攻坚的最终
胜利。

六盘山片区是我国 14 个集中连片
特困区之一，贫困程度深，历史上有“苦
瘠甲天下”之称。党的十八大以来，六盘
山片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党
委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一号工程”，主
要精力向扶贫聚焦、政策措施向扶贫聚
集、项目资金向扶贫聚拢，制定实施了一
系列重要举措，为加快片区脱贫攻坚发
挥了主心骨作用。

陕西省不断完善片区攻坚的政策体
系，明确每年省级财政扶贫资金不低于
中央扶贫资金的 30％，确保每年增长
不低于 20％，而且新增部分主要用于
片区脱贫；青海省建立健全扶贫开发投
入增长机制，逐步形成了以特色农牧
业、特色加工业、文化与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和特色产业园区为主的增收产
业，片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4.48％；宁夏回族自治区稳步推进 35
万生态移民工程和 6 万贫困人口“四
到”扶贫攻坚工程，创新扶贫工作机
制，促进扶贫开发由“输血式”向“造
血式”转变；甘肃省实施 400 亿元精准
扶贫专项贷款工程，同时，积极协调推
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并
每年整合省级涉农部门资金 400 多亿元
用于扶贫，为加快片区脱贫攻坚进程提
供了坚强有力保障。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六盘山集
中 连 片 特 困 区 贫 困 人 口 由 2011 年 的
807.34 万人减少到 2015 年底的 294.52
万人，年均减贫近百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1年的 35%下降到 2015年的 16%。

去年 7 月，六盘山片区内甘肃、陕
西、青海、宁夏四省区政协召开政协主席
联席会议，围绕打赢六盘山片区脱贫攻
坚战，深入研究片区精准脱贫存在的难
点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会议成果得到了
国家相关部委大力支持，一大批重大政
策和项目得到了落实。

“开展协作，有利于形成四省区六盘
山扶贫攻坚一盘棋的大格局，打破地域
分割、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的局限。”青海
省政协主席仁青加表示，将强化四省区
之间的协作意识，抓住制约六盘山片区
精准脱贫的瓶颈问题，充分协商，加强协
作，注重协同，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
数，助推精准施策精准扶贫。

在今年的六盘山片区政协精准扶贫
交流推进会上，四省区扶贫部门负责人
表示，尽管六盘山片区扶贫开发取得了
显著成效，但是由于片区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欠账较多的客观
因素，交通、水利、居住等基础条件落后
仍然是制约脱贫攻坚瓶颈中的瓶颈、短
板中的短板，致使片区贫困面大、贫困程
度深、脱贫难度大的基本状况仍未根本
转变。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15 年底，六盘
山片区贫困发生率比 14 个片区平均值
高 2.3 个百分点，比全国高 10.5 个百分
点；片区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371 元，比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水平低 1282 元，仍位于全国

14个片区最后一位。
从目前来看，制约六盘山片区发展

最大的两块“短板”仍然是“路”和
“水”。六盘山片区干旱缺水，人均占有
水资源 367.6 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 16.7%，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也严
重制约着产业发展。为此，四省区政协
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 《六盘山片区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现 状 分 析 及 对 策 建
议》。其中，建议部分主要涉及道路交
通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易地扶贫搬
迁等领域。

“对六盘山片区铁路项目纳入《国家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铁路项目，应提高
国家出资比例，缓解地方配套资金筹措
压力。”甘肃省副省长杨子兴认为，同时

还应将六盘山片区省道改造纳入国家补
助范围，提高补助额度。国家有关部委
对片区内国家高速公路、铁路等项目，在
项目前置性手续办理、项目审批等方面
需加快推进。

在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四
省区结合实际，提出了诸多建议，如国家
在拟定农林水利项目筹资方案和下达投
资计划时，应充分考虑各省财力差异，对
包括六盘山片区在内的贫困地区给予特
殊倾斜政策等。

陕西省政协主席韩勇建议，在水利
建设中，应整合水利、国土、扶贫、农业等
方面支持小农水建设的资金，在县域形
成合力，发挥小工程的大群体聚集效应，
补齐片区农田水利短板。

攻坚六盘山片区脱贫——

西部四省区合力补上“路”“水”短板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学 聪 报
道：深化京津冀食品药品安全
区域协作机制建设会议日前在
北京举行，三地食品药品监督
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企业代表齐
聚京城。随着三地联合签署

《深化京津冀食品药品安全区
域联动协作机制建设协议》 等

“一揽子”深化安全联动协作
的协议，三地食品药品安全开
启区域联动的新模式。

数据显示，北京 85%以上
的食品和 90%的药品都来自
全国各省区市供应，市场需求
空间巨大。北京市副市长程红
表示，要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必须与周边省区市合作，尤其
是加强与天津、河北的协作。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这种合作更显迫切。

《深化京津冀食品药品安
全区域联动协作机制建设协
议》 指出，京津冀将协作建立
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销地准
入和产销衔接机制，三地统一
产地证明、检测报告制式，在
重点种植养殖基地、屠宰加工
企业建立追溯体系以及信息通
报制度。

按照协议，京津冀还将
互相鼓励优质食用农产品入
市销售，为能够提供产地证
明 和 检 测 报 告 的 蔬 菜 、 果
品、水产品开辟快速入市通道，降低入市成本。三地
将共同研究制定检验检测计划，共同研究确定检测互
认 的 周 期 、 品 种 和 项 目 ， 在 互 认 周 期 内 减 少 重 复
检测。

此次签署的 《京津冀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模式示
范工作合作协议》 强调三地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协
同实现全过程食品安全管理和风险控制；《京津冀药品
生产监管工作合作协议》 则聚焦药品生产监管领域的区
域合作、协查联动和信息共享；《京津冀市场流通环节
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供应合作协议》 则使三地可以对跨
区域违法犯罪行为追根溯源，并共同建立食品药品失信
企业和从业人员联合信用惩戒制度。

为检验京津冀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协同联动处置能
力，今年第四季度，三地还将开展应急处置演练，强化
跨区域食品药品应急管理协作配合。

京津冀食药安全实现区域联动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通讯员田得

乾报道：8 月 2 日，来自国内外的 1700
多名客商相聚青海西宁，共启首届绿色
发展论坛暨 2016 西宁城市发展投资洽谈
会的帷幕。以“生态引领发展，绿色点
亮城市”为主题的首届绿色发展论坛，
成为西宁市探索开放合作、交流融合、
绿色发展的新思路。

“ 这 个 多 少 钱 ， 都 有 哪 些 功
效？⋯⋯”在首届绿色发展论坛暨 2016
西宁城市发展投资洽谈会“一带一路”
馆里，西宁市民李女士正和来自苏丹共
和国的法迪交流。法迪讲着一口流利的

汉语，向前来了解产品的顾客介绍他从
苏丹带来的一种植物——玫瑰红。法迪
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城洽会，

“我想通过城洽会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
让我的产品受到更多人的欢迎”。

记者来到幸福西宁馆，看到一辆宝
马车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旁边展牌上
介绍，这辆宝马车使用的动力锂电池由
青海省企业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这让许多人赞叹不已。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在国家新能源
汽车政策的推动下，电动汽车发展前景
好，对于锂资源的需求大，带动了锂电

池、锂资源价格的上涨，锂产业蓬勃
发展。

电商体验区内，来自国内京东、苏
宁易购以及本土的青海过日子网等平
台在现场设置线下体验区，放置线上
交易终端设备、扫码购物环节等，市
民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提交订
单 购 买 商 品 。 在 社 区 便 利 店 体 验 区 ，
市民可直接将活动现场不方便携带的
中奖奖品，通过提交收货地址，网站
将以正常网购商品的配送方式，送到
市民家中。

在今年城洽会上，西宁市创新招商

引资方式，围绕产业集群，在锂电、生
物医药、光伏光热、文化旅游和房地产
开发等八大领域开展产业链集群式招
商，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了解，西宁市
重点招商的八大领域签约项目 73 项，签
约金额 352.7 亿元，分别占签约项目总
数、总签约金额的 85%、91.8%。

西宁市市长张晓容说，西宁作为古
丝绸之路最具活力的城市，是我国向西
开放的重要节点和基地。西宁目前已与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28 个城市缔结国际友
城关系，正逐步成为“一带一路”国家
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支点。

八大领域围绕产业链集群式招商

西宁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城市

“在细雨中，饱览青山绿水，享受着
天然氧吧，吃着农家小吃，六盘山太有诗
意了。”来自甘肃天水的游客马立柱笑呵
呵地告诉记者，他们一家在六盘山国家
森林公园玩了 3天。

今年初，宁夏固原市确定全面打造
“红色六盘、绿色固原、避暑胜地”的旅游
城市形象，推出“春赏醉美花海”“夏游爽
爽清凉”“秋观层林尽染”“冬品水墨画
卷”四季旅游产品。同时加快推进重点

旅游工程建设，六盘山国际休闲旅游度
假区暨狩猎场、旅游环线精品示范路段、
泾源县城至老龙潭 20 公里旅游休闲服
务区等项目已投入使用。

提升旅游信息化服务水平。今年固
原市通过“宁夏六盘山旅游”微信平台整
合 41家新媒体适时发布“春约六盘”等活
动信息，实现了以固原市区为中心周边
500公里范围内六盘山旅游信息全覆盖。

六盘山秀美的山水风光，丰厚的红

色内涵，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固原市强
化旅游扶贫，针对乡村游、自驾游和“农
家乐”接待量明显增长的特点，宣传引导
游客吃农家饭、住农家炕、干农家活、享
受乡村游乐趣。同时通过开展“十佳旅
游金牌名小吃”和“星级农家乐”等活动，
提升“农家乐”服务水平。仅今年 3 月至
6月底，六盘山景区接待游客 35.38万人；
实现旅游收入 1221.86 万元，同比增长
68.7%。

宁夏固原做强六盘山旅游
本报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图为六盘山隧道。六

盘山隧道位于青兰高速在

宁夏过境段的东山坡至毛

家 沟 路 段 ，全 长 9.485 公

里，是目前我国海拔 2000

米以上高原地区建设的最

长的高速公路隧道，也是

宁夏第一条双向四车道特

长隧道。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