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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 安徽省淮南市
举办“春风行动” 暨退役军人

“建功新时代” 招聘会， 300 余
家企业提供 1800 多个岗位， 吸
引众多求职者前来应聘。 图为
招聘会现场。

胡 锋 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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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流营商环境构筑招商引资“强磁场”
本报记者 朱庆磊 本报通讯员 平 静

位于九龙岗镇的牛湾塘， 以前房屋空闲、 破烂
不堪， 但周边环境非常优美。 2023 年， 大通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优势， 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 引进了安徽东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启
动了精品餐饮民宿建设。 项目签约后， 企业利用荒
坡 、 沟渠 、 空闲宅基地 、 坍塌房屋等闲置废弃资
源 ， 因地制宜进行维修改造 ， 将闲置民房变成了
“网红打卡地”， 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

发展是第一要务， 招商是第一要事。 2023 年以
来 ， 大通区市场监管局牢牢把握 “讲政治 、 强监
管、 促发展、 保安全” 的工作总思路， 紧扣 “一个
大市场、 两个强国、 三个监管、 四个安全” 工作着
力点， 锚定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业务精通、 作风优
良 、 执法公正的高素质市场监管队伍目标 ， 抓班
子、带队伍、强素质、树形象，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 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
打造了高质量发展 “硬支撑”。 在 2 月 19 日召开的
全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暨 “双招双引” 推动高质量
发展大会上 ， 大通区市场监管局被授予 2023 年度
淮南市 “双招双引 ” 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称

号。
提供多元化服务， 提升服务企业能力。 推行跨

县区 “一照多址 ” “一证多址 ”、 大型企业分支机
构集中统一登记、 “个转企” 改革， 核发了全市首
张跨县区 “一照多址” 营业执照， 办结了全市首单
分支机构集中统一办理业务。 在全省率先推出 “点
单式” 定制服务， 组建大厅窗口、 市场监管所、 工
业园区、 乡镇街道帮办代办 “四支队伍”， 开展帮办
人员培训， 打造家门口办事圈。 加大虚假登记查处
力度， 开展 “一人多户” “一址多照” 等专项排查
处置工作， 开展 “虚假登记”、 中介机构整治行动，
共查处 3 户冒名登记 ， 将 1 人列入虚假责任人库 。
2023 年， 新办营业执照 2086 户， 变更 880 户， 注销
980 户 ， 共有市场主体 12576 户 ， 代办 1400 余户 ，
帮办 200 余户。 新办食品经营许可 138 户， 注销 192
户， 共有食品经营主体 810 户。

完善退出机制 ， 推进注销便利化改革 。 开展
“证照同销” 改革， 实现营业执照注销从 “串联” 到
“并联” 的转变。 开展 “强制注销” 改革， 对吊销未
注销企业实施强制注销， 截至目前已强制注销 615
户。 开展 “一屏注销” 改革， 与税务部门建立微信
群实现信息共享， 并在两个部门窗口均设置 “一屏
注销” 专窗。 在全省率先推出 《强制注销食品经营
许可实施方案》， 为加速市场经营主体出清提供 “大

通方案”， 截至目前已强制注销食品经营许可 96 户。
开展信用提升行动 ， 营造守信重信市场氛围 。

开展送法进万企活动， 结合辖区日常监管、 “双随
机 、 一公开 ”、 年报 、 重点企业回访等工作 ， 对辖
区内的企业进行信用提升宣传， 2023 年共入企宣传
100 余家 。 召开信用提升培训会 ， 按照行业类型 ，
把辖区内同行业的企业召集在一起进行培训， 共举
办培训会 6 次。 开展双书同送， 在送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时， 同时向行政处罚相对人送达信用修复告知
书。 强化信用修复指导， 帮助失信市场主体重塑信
用， 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 2023 年共帮助 21 家失信
主体恢复 “诚信之身”。

积极推进年报工作， 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 利
用政务服务中心大屏、 微信、 宣传材料、 政府网站
等形式加强宣传， 使广大市场经营主体熟练掌握网
上年报操作流程。 对年报有困难的企业， 采取电话
指导、 短信提醒、 现场演示等方式， 帮助其按时年
报， 避免因未能及时年报而影响企业信誉。 自 2023
年 2 月起， 针对未年报市场主体进行电话提醒， 共
拨打 5 轮电话， 1 万余户次。 在大通居仁村、 九龙
岗南门口开展 “个体工商户服务月” 宣传活动。 积
极探索推进非公党建与市场监管工作融合发展， 代
表淮南市参加全省 “小个专 ” 党建工作主题宣讲 ，
表演 “三句半”， 彰显大通党建特色。

本报讯 近年来， 市城管局以全周
期理念推进建筑垃圾日常监管制度化、
运输规范化、 处理资源化， 打造了建筑
垃圾全链条治理新模式， 为城市高质量
发展持续注入绿色动能。

市城管局先后出台建筑垃圾治理政
府规章、 政策规定、 配套文件 8 项， 实
施建筑垃圾产生收集源头抓、 前置管、
延伸控。 严格落实建筑垃圾处置资质管
理， 规定时间、 线路、 倾倒点等要求，
细 化 落 实 建 设 施 工 扬 尘 防 治 “ 6 个
100%” 和工地环境管理 “门前三包” 责
任， 利用数字化、 信息化平台， 对工地
出入口环境实施全天候、 全覆盖监管。
2023 年， 全市召开施工工地、 运输企业
座谈会 22 次，“一站式”办理运输企业申
请 97 家次， 核发建筑垃圾运输准运证
2782 份， 指导帮助解决建筑垃圾运输处
置环节问题 40 余件， 督办整改建设施工
工地问题 136 件， 推行非接触式执法、
查处建筑垃圾处置源头违法案件 14 起。

在治理监管过程中， 市城管局全面
实行新型环保智能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全
密闭上路， 安装卫星定位系统， 实时动

态监控车辆运行轨迹。 强化联勤联控，
2023 年开展 “春雷” “利剑” 等行动，
追根溯源， 严格处置， 查处违规运输车
辆 161 台。 与合肥市城管局建立跨区域
执法协作机制， 联合打击建筑垃圾非法
运输、 随意倾倒等问题。 推行 “守信激
励 ” “失信惩戒 ”， 对 35 家运输企业
526 台在册运输车辆定期开展信用积分、
考核评价， 考核结果与市场准入、 处罚
裁量等挂钩。

在加强治理的同时， 我市大力促进
资源循环利用 。 构建以资源利用为主
导、 回填消纳为补充的建筑垃圾末端处
置体系， 建立匹配衔接处置能力 。 在
全省率先建成运营建筑垃圾资源化处
置项目 ， 资源化利用率提升至 80%以
上 。 截至目前 ， 已资源化处置建筑垃
圾 700 余万吨 ， 生产近 600 万吨再生
骨料以及 3 亿块地砖、 步砖、 砌砖等，
已在安徽理工大学新校园 、 “引江济
淮” 工程以及市政管网改造等 60 多个
重点建设项目中使用， 进一步实现建筑
垃圾 “变废为宝”。

（本报记者 张 鹏）

新 春 送 岗 位 就 业 在 家 乡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朱创国 实习生 张 宁

“感谢乡党委 、 政府和 4 个村的
大力支持 ，你们 ‘保姆式 ’的贴心服
务 ，解决了企业招工难题 ，我们企业
正月十六开工 。 ”欧露雅服饰有限公
司负责人季汝兵在寿县陶店回族乡
为企优环境对接会上激动地说 。

2023 年 ， 投资 2000 余万元的陶
店回族乡产业振兴基地项目建成 ，并
成功招来两家企业 。 陶店回族乡作为
农业乡镇 ，外出务工人员众多 ，在家
的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 。 春节后 ，入
驻产业振兴基地的企业急需用工 ，在

招工这件事上犯了难 ，公司招工公告
发布后 ，前来报名的屈指可数 ，并且
符合条件的也寥寥无几 ，眼看马上就
要开工了 ，企业主急得团团转 。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陶店回族乡
党委政府立即安排乡干部和 4 个村
的 “两委 ”干部一起 ，提 前深入企业
开展调研 ， 摸排园区企业用工需求 ，
了解本地村民就业群体求职意愿 ，努
力实现企业用工需求和求职者择业
意愿的精准匹配 、 有效衔接 。 同时 ，
以村民组为单位 ，划片包干 ，入户宣
传企业招工政策 ，动员群众到企业工
作 。 经过一周的努力 ，为两家企业动
员适龄务工人员近 200 人 ，经过培训
后上岗 150 余人 ，实现了企业和求职

者的 “双向奔赴 ”， 确保了企业正常
开工投产 。

2024 年春节前后 ，陶店回族乡按
照省 、市 、县创一流营商环境和推动
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 ， 把企业当成
“自家人 ”，积极为企业在规划用地 、
用水用电 、企业招工 、食宿保障等方
面提供 “保姆式 ”贴心服务 ，确保企
业引得进 、稳得住 、出效益 。

新春送岗位 ，就业在家乡 。
“以前外出打工 ，背井离乡 ，历尽

千辛万苦 ，现在可以在家留守 ，还有
一份工作 ，既增加了家庭收入 ，又能
照顾老人和孩子 ，解决了我们的后顾
之忧 ，我很满意 。 ”陶店回族乡湖滨
村的陶玉梅兴奋地告诉记者 。该村的

付多波本来计划春节过后外出打工 ，
他告诉记者 ： “村干部动员我参加企
业的招聘 ， 收入和外出打工差不多 ，
又能为家乡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我
就决定在家乡务工 。 ”

天寒地冻挡不住为企业服务的
热情 。 “我们通过努力 ， 求职者在家
乡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产业振兴基地
企业招到了合适的员工 ，解决了企业
用工的燃眉之急 。 ”陶店回族乡负责
人告诉记者 ： “我们力争为更多求职
者提供 ‘就业不必去远方 、岗位就在
家门口 ’的便利 ，全方位做好产业振
兴基地就业服务 、 保障企业用工需
求 ，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先发展贡献
力量。 ”

创 优 营 商 环 境
服 务 企 业 发 展

本报讯 近年来 ， 寿县
堰口镇持续推进服务企业各
项工作落实落细 ， 为企创优
营商环境 ， 让企业家暖心放
心舒心。

强化为企服务。 持续推动
千名干部入企服务活动， 对全
镇重点工业企业进行干部入企
包保服务， 着力解决企业发展
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认真
开展企业问题诉求办理工作，
2023 年全镇通过创优营商环
境为企服务平台， 共为企业解
决涉及市场经营等方面问题诉
求 111 件。 积极贯彻落实规上
工业企业培育倍增行动， 2023
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4 户， 全
镇规上工业企业总数达 16 户，
居寿县先列。

强化走访调研。 结合部门
具体分工 ， 强化联动走访调
研， 积极听取企业在生产经营

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对政策、
要素服务等方面意见建议， 按
职责权限交相关部门办理及开
展向上对接工作。 充分用好创
优营商环境平台 、 “民声呼
应 ” “12345” 营商环境监督
分线等载体， 确保企业反映问
题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反馈。

强化机制运行。 堰口镇持
续加大联系包保机制落实力
度， 确保包保重点项目、 重点
企业走访到位、 服务到位、 帮
扶到位 ； 多渠道开展政策宣
讲， 帮助企业了解政策、 吃透
政策、 用好政策， 及时有效享
受政策红利； 常态化开展创优
营商环境相关工作， 帮助企业
解决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问
题， 积极营造重商安商亲商暖
商护商的良好环境。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余 涛 王子君）

丰富义务植树形式助力群众履“植”尽责
本报讯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植树

添绿正当时。 记者日前从市林业部门了
解到，凤台县科学谋划，及早行动，组织
机械、 人员在永幸河桂集段开展义务植
树基地整地挖穴行动， 共整地 50 多亩，
挖穴 500 多个， 让群众有了参与义务植
树、打卡、共建、共管的场所，并为公众提
供抚育管护、科普宣传、志愿服务、认种
认养备案等服务，助力人民群众履“植”
尽责更方便、高效。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据了解，为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义务植树的热切需求，凤
台县绿化办还向社会公布了多个义务植
树基地信息，通过发动社会各界建立各种
形式的纪念林，结合“保护永幸河”“建设
美丽家园”等活动，推进“青年林”“国防
林”“人大林”“政协林”“巾帼林”“徽行林”
等一批主题鲜明的绿色示范林建设，丰富
了义务植树形式，进一步提高公民义务植
树尽责率。 （本报记者 苏 强）

全市检察机关
掀起春学春训热潮

本报讯 省委 、 市委 “新春第一
会” 召开后， 全市检察机关迅速掀起学
习传达落实 “第一会” 工作热潮。 通过
春训学习， 全市检察干警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省委、 市委的新部
署新要求上来， 围绕 2024 年工作明确
了目标任务、 明晰了思路举措， 为开局
冲刺、 做好全年工作树立了昂扬奋发的
姿态， 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2 月 19 日 ， 淮 南 市 检 察 院 召 开
“检察工作研讨会”， 通过务虚方式， 检
视问题短板， 锚定目标任务， 统一思想
节奏 ， 激发奋进热情 。 会议围绕省委
“新春第一会” 提出的打造竞争有序的
市场环境、 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打造践诺守信的社会环境的新部署， 要
求全市检察机关旗帜鲜明讲政治， 实干
担当解难题 ， 通过综合履职 、 一体履
职， 在持续开展依法护航企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 完善 “企业家约见检察长” 制
度， 提升涉企案件办理质效上用实招出
实效； 守正创新谋发展， 久久为功打基
础， 在协同开展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
约践诺专项监督， 深化 “优化网络营商
环境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专项活动，
凝聚企业发展的强大正能量上聚合力勇
担当。

市县 （区） 两级检察院开拔提速，
围绕中心大局工作 ， 加强检察干警政
治素能和业务素能锻炼 。 市检察院组
织观看电影 《第二十条》， 沉浸式接受
“忠诚、 为民、 公正、 担当、 廉洁” 检
察职业道德教育 ， 领悟 “高质效办好

每一个案件 ” 的工作理念 ， 引导教育
干警在日常履职办案中坚持公平正义
的职业追求 ， 司法为民的职业良知 。
同时 ， 邀请省检察院业务专家为全市
刑事检察条线检察官授课讲座 ， 指导
主责主业工作开展 ， 引导干警养成专
业娴熟的职业能力 。 寿县 、 八公山区
检察院在春训活动中 ， 紧扣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开展党
纪法规和政治纪律 、 政治规矩学习教
育 ， 引导干警在思想上从严 ， 深学细
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 能力上从实 ， 依法正确行使检察
权 ； 作风上从优 ，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
检察队伍 。 谢家集区检察院春训学习
以拓宽视野 、 刷新思维为特点 ， 邀请
安徽省侦查逻辑办案研究会首席专家、
省检察院业务专家为干警传经送宝 ，
帮助干警打开思维新窗。

在春训学习活动中， 青年检察干警
上讲台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全市两级检
察院紧盯青年英才培育 、 人才梯队建
设， 借助春训课堂锻炼青年干警复盘实
务、 总结工作的能力。 凤台县检察院强
化素能训练的精准性， 采取每周一课的
方式， 从政治理论、 办案技能、 信息写
作等方面组织青年干警围绕工作讲做
法， 以 “怎么学， 怎么干” 破解实务难
点 。 八公山区检察院组织一线检察人
员， 采取 “身边人教身边人” “身边事
启迪身边人” 的方式， 分享实践办案与
日常工作的哲思体会。 寿县检察院安排
青年干警紧扣实务热点， 围绕醉驾案件
办理等工作实务内容讲新课， 实现 “共
鸣促共学， 学用两相长” 的效果。

（本报通讯员 赵 武
本报记者 何婷婷）

医保“三点”发力
赋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市医疗保障局立足岗位职能 ，
切实发挥医保基金战略购买作用， 在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 药品耗材带量采购、 基层服务
能力提升等方面积极支持公立医院改革和高
质量发展， 成效显著。

抓牢支付方式 “着力点”， 在政策上支持。
2022 年清算工作中，全市 19 家公立医疗机构累
计发生统筹费用 62297.83 万元，DIP 清算实际
拨付 62657.24 万元，通过结余留用激励、合理超
支分担，累计补偿公立医疗机构 359.41 万元，有
效支持了公立医院在支付方式改革下的健康发
展；改革后，三级医院基层病种收治率由 60%降
低为 30.1%， 二级医院基层病种收治率由 35.9%
提高至 65.6%，有效促进了分级诊疗。

找准带量采购 “突破点”， 在资金上支持。
2020 年以来， 全市公立医疗机构积极参与各类
集采， 药品耗材平均降幅 53%， 药耗成本显著
降低； 按照中选产品总金额 30%预付给医疗机

构， 缓解医院资金压力， 共拨付 383.6 万元结
余留用资金奖励给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可按照
“两个允许” 政策使用， 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
极性； 参加种植体联盟集采， 单颗牙种植价格
降至 6000 元以下， 提升公立医院口腔专科竞
争力； 将集采节约资金用于动态调整公立医院
项目价格， 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 实现 “腾
笼换鸟”， 2023 年度新增医疗服务项目 28 项，
修订 116 项， 提高了 25 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把握基层医院 “关键点 ”， 在服务上支
持。 2023 年下半年， 医保部门落实医疗保障
信息化建设要求， 打通基层医疗机构信息化
建设 “堵点”， 基层医疗机构专网已全部连接
到位， 能正常为参保群众就医购药进行报销；
通过完善采购办法、 优化配送流程、 统一药
品目录、 强化采购监管等措施， 基层医疗机
构药品配送率由 81%提升至 96%， 打通基层医
疗机构药品采购梗阻 ； 组织医保经办人员 ，
医共体牵头单位对基层医疗机构参保政策 、
医保结算、 药品采购等进行培训， 提升基层
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贾 静 本报通讯员 唐 炜）

2 月 26 日， 田家庵区各中小学迎来了春季新学期， 为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各学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安全知识、 心理健康教育， 上好新学
期的“开学第一课”。 图为田家庵区第十七小学教师为学生讲解干粉灭火器的使用
方法。 本报记者 李东华 本报通讯员 何 川 摄

强 化 建 筑 垃 圾 治 理
助 力 城 市 绿 色 发 展

上好开学第一课 安全教育打头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