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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淮南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 的决定》 已经 2024 年 9 月 11 日淮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

会议表决通过， 并经 2024 年 11 月 22 日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5 日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关于废止〈淮南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的决定》的决议

（2024年 11月 22日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查了 《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淮南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 的决定》， 决定予以

批准， 由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关于废止《淮南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决定（草案）的说明
———2024年 9月 11日在淮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陈 祥

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今年 3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部署开展涉

企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4 月 2 日，省人大
常委会召开涉企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推进会， 要求应
废尽废、应修尽修，坚决取消各类不合理限制，更好维
护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扎实开展专项清理工作， 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的基
础上， 拟定了关于废止 《淮南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

例》的决定（草案），并经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审议通过。
现就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淮南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以下简称 《条
例》）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至今已有 17 年，由于
形势变化， 其部分条款与上位法和淮南市当前实际不
相符。特别是今年 5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
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新修订的《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

法》）施行，该《办法》共 67 条，规定的特许经营范围更
加广泛，内容更具体，能够覆盖我市《条例》内容，并且
《条例》部分条款与《办法》明显不一致，比如《办法》规
定特许经营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40 年，《条例》则规定最
长不超过 30 年。《条例》已不能适应企业的经营和我市
公用事业的发展，且没有修改的必要，市住建局、市财
政局建议废止该《条例》。

以上说明和《决定（草案）》是否妥当，请审议。

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淮南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的决定

（2024年 9月 11日淮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2024年 11月 22日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保证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在我市的贯彻实施，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 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废止 《淮南市公用事
业特许经营条例》 （2006 年 8 月 17 日淮南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6 年 10 月 21 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通 告
当事人： 严雪梅， 身份证号： 340403197201170622、 乔军， 身份证号：

340403197609212611、 常红燕， 身份证号： 340404198409150840
上述当事人涉嫌介绍他人参加传销案， 我局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予以

立案调查， 调查中无法与上述三名当事人取得联系， 故特发此公告， 请你

三人看到公告后及时与我局联系， 配合案件调查工作。

联系人： 刘富根、 万小星

联系电话： 0554-2693750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11 月 29 日

捍卫公平正义 守护法治蓝天
———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汪蕾

安徽日报记者 许根宏 实习生 牛仟宠

人物名片
汪蕾，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第一庭庭长，先后荣获“全国扫黑除
恶先进个人”“全省刑事审判工作先进
者”“全国优秀法官”“合肥市先进工作
者”等称号。

人物寄语
我将审慎对待每一个细节，确保每

一个案件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时间的
考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

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有这样一位
女性法官， 她以法律的利剑捍卫公正，
用细腻的心灵抚慰伤痛，矢志守护法治
蓝天，她就是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一庭庭长汪蕾。

自 2007 年大学毕业，汪蕾先后在检
察院和法院工作，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刑事法官。2011 年，汪蕾正式进入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从此扎根于刑事审判的第
一线。她以出色的业务能力和高度的责任
感，赢得了同事和群众的广泛赞誉。

汪蕾的办公室里总是堆满了厚厚
的卷宗，每一本都记录着一个复杂的案
件。她深知，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有无数
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因此她对待每一
个案件都极其认真， 做到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定性准确。她常说：“刑事判决
涉及对人的自由、生命以及财产的限制
或剥夺，容不得半点马虎。”正是这种严
谨的态度，使她在处理各种疑难复杂案
件时尤为审慎。

2022 年， 汪蕾接手了一起私募基
金管理人挪用、侵占私募基金财产的二
审案件。面对复杂的案情和专业性强的
金融问题，汪蕾并没有退缩。她查阅了

大量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与同事们
共同研究讨论，最终认定被告人构成挪
用资金罪而非职务侵占罪。这一判决不
仅得到了上级法院的认可， 还入选了
2023 年“两高”联合发布的依法从严打
击私募基金犯罪典型案例，为类似案件
的审理提供了参考。

今年，汪蕾审理了一起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和职务侵占的二审案件，在仔细
审查证据后，她发现证人钟某的证言存
在诸多疑点， 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经过反复阅卷和深入分析，她最终以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改判被告人仅
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一判决体
现了汪蕾对证据的严格要求和对法律
精神的深刻理解。

扫黑除恶斗争期间，汪蕾承办了多
起涉黑涉恶案件，其中不乏重大复杂的
案件。2023 年，合肥法院受理的陶某某
等 25 人涉黑案被全国扫黑办挂牌督
办，涉及违法犯罪事实 90 余起。为了确
保案件顺利审结，汪蕾多次参与案件会
商，帮助解决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问
题。在她的带领下，该案一审、二审均高
效顺利审结，量刑适当，无一人被改判。
这一成绩不仅彰显了汪蕾的专业水平，
也为扫黑除恶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汪蕾总是以女性特有的耐心和关
怀，倾听当事人的诉求，安抚他们的情
绪。多年前，她审理的一起集资诈骗案
中，被害人众多，损失巨大。汪蕾尽最大
努力为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她常常与
被害人沟通， 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有一次，她与一名
被害人通话长达两个小时，直到对方情
绪平复下来。汪蕾说：“每个来电都是人
民群众对法院的信任和期望，我们必须
用心去回应。”

汪蕾的出色表现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高度评价。她先后获得“全国扫黑除
恶先进个人”“全省刑事审判工作先进
者” “全国优秀法官” 等多项荣誉。

（转载自 12 月 4 日《安徽日报》）

(上接一版）
“全市城管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全

会精神， 勇当改革 ‘实干家’ ‘行动
派’， 确保各项改革措施在城市管理领
域落地见效 。” 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
记、 局长宫传敏表示， 坚持把打造人
民满意城管作为永恒主题， 围绕 “全
省争一流， 全国创先进” 的目标追求，
全面激昂 “思想领先、 作风率先、 行
动争先、 业绩创先” 的状态， 进一步
提升城市管理科学化、 精细化、 智能
化、 专业化水平， 为打造宜居、 韧性、
智慧城市， 加快建设 “七个强市”、 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淮南篇章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市水利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玉虹

表示 ， 紧紧抓住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大力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 加快
完善防洪排涝工程等体系” 纳入 “两
重” 建设的好时机， 在水利重点项目
谋划落地、 建设推进、 竣工验收等方
面精准发力。 积极融入构建城乡融合
发展新格局， 接续实施皖北地区群众
喝上引调水工程和淮河以南农村供水
提升工程， 因地制宜推行城乡供水一
体化和农村供水统一管理， 逐步实现
城乡居民供水同源、 同质， 为淮南高
质量发展贡献水利力量。

展现真实中国 推动文明互鉴
———《中国游：让世界认识更加真实的中国》智库报告解析

今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144 小时
过境免签”等来华便利化措施，打造便
捷的支付、语言、出行环境，外国来华旅
游人数实现大幅增长，“中国游”国际关
注度稳步提升。

4 日，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海南
博鳌发布《中国游：让世界认识更加真
实的中国》智库报告，反映了中国入境
旅游便利化措施取得的积极成果，阐释
了“中国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国际
交流、 增进文明互鉴等方面的重要意
义。

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旅游的举
措，不仅推动着文化和旅游业更好更快
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

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万游客亲眼
见证了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
切身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
成就， 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认知、
交流互鉴。

“中国游”便利化措施红
利不断释放

为了吸引并更好地服务国际游客，
中国旅游业在产品和服务上进行了诸
多创新和升级，包括优化签证和通关政
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
服务等。

截至 2024 年 11 月末，中国已同 25
个国家实现了全面免签， 先后对法国、
德国等 38 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政
策。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台了 110 余项便
利外籍人员来华政策措施，持续优化区
域性入境免签、过境免签、口岸签证政
策。其中，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
范围已增至 35 个口岸、54 个国家。

受访专家认为，扩大单方面免签国
家范围有效消除了制约入境游的因素，
同时释放了积极开放的信号。随着免签
政策陆续落地， 国际间交流更加活跃，
中外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显著增加。

对于政策带来的便利，在义乌经商
多年的西班牙商人乌贝达·埃斯皮胡
安·拉斐尔深有体会。“以前多次往返的
签证程序复杂， 不仅需要准备各种材
料，还要按流程预约去使馆办理，费时
耗力。”他说，免签政策实施后，“一有业
务需要，一张机票说走就走”。

移动支付方面，四类旅游重点场所
推动完善外籍人员证件和支付方式的
预约验证，让入境游客可以灵活选择银
行卡、现金、移动支付等多样化的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导全
国主要支付机构， 简化身份验证流程，
提高绑卡效率，提高交易限额。线上外
卡收单业务稳步推进，进一步丰富外籍
人员在境内网购的支付渠道。

《中国游： 让世界认识更加真实的
中国》智库报告指出，入境游是国际游
客直接、 深入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也

是以民间交流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方
式。相比之下，基于个人实地体验和互
动交流的入境游，为更多外国游客提供
了身临其境体验广袤中国的机会，比媒
体传达更为直观可触，更有助于塑造一
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许多外国人通过媒体了
解中国，但一些西方媒体出于各种目的
对中国的报道要么失声失语，要么有失
客观公正， 导致外国人不能了解全面、
真实的中国。

火爆的“中国游 ”打开了世界了解
认知中国的新窗口、新通道，快乐的“中
国行”成为不少外国人的“破除偏见”之
旅。一些外国旅游博主直呼“被西方媒
体骗了”“中国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
那样”“看到了一个西方媒体永远不会
展现的中国”。

持续火热的“中国游”，让更多外国
游客消除了刻板印象， 亲眼见证了开
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形象。数据
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各口岸入境
外 国 人 达 818.6 万 人 次 ， 同 比 上 升
48.8%。 其中， 通过免签入境的人数为
488.5 万人次，同比上升 78.6%。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旅游业正以一
种开放姿态，不仅向世界讲述充满活力
和机遇的中国故事， 还为提升全球旅游
业整体服务水平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方
案。“中国游”的蓬勃发展，将为全球旅游
业的繁荣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文旅深度融合彰显中国
发展成果

亲眼看见气势恢宏、形态各异的秦
始皇陵兵马俑，更能感受到秦统一六国
的龙威虎势 ；亲耳聆听声调柔和、意境
古雅的纳西古乐，更能感受到“中华古
乐之活化石”的神奇；曲径通幽的苏州
园林和华丽婉转的昆曲唱腔，可以让人
领略到江南风情和吴侬软语；巍峨高耸
的布达拉宫和庄严肃穆的大昭寺，能够
令人体会到藏地文化的独特魅力……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中国
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壮美山川、多
样风情，来华境外游客在深度游览体验
中，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式现
代化的发展成果有了直观感受，从内心
深处为中国发展的奇迹点赞叫好。

感受古今交融的中华文化魅力。中
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
断、发展至今的文明。据中国旅游研究
院入境游客满意度专项调查显示，超六
成的受访者将体验中国文化作为来华
旅行的主要目的。从展现古丝绸之路文
明交流的敦煌莫高窟，到被视为中华文
明重要象征的万里长城，从体现明清宫
廷文化的故宫博物院，到展示古代士大
夫隐逸文化的苏州园林……目前，中国
有 59 项世界遗产 ， 其中文化遗产 40
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4 项。这些类型

众多、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都让远道而
来的外国游客赞不绝口。

体验科技改变生活的新场景 。“坐
着高铁看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
客选择的出行方式，乘坐高铁快速穿梭
于不同的景点之间， 欣赏窗外山川美
景， 体验中国先进高铁技术的智能便
捷。 来自英国的环球旅行博主克里斯·
哈钦森非常喜欢中国手机支付的简单
便捷；来自英国的旅行博主泰兹将刷脸
乘车的免密支付功能称之为“像是穿越
到 2050 年 ”； 来自新西兰的游客阿尔
内·赫尔曼时隔 28 年再访上海，惊叹于
陆家嘴地区已高楼成群。越来越多外国
游客被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壮丽画卷
和随处可见的科技成果所震撼。

走入中国城乡居民的美好生活。不
仅被中国城市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历
史建筑、民俗文化所吸引，不少外国游
客还热衷走进菜市场、街角公园、晨练
广场等市井生活，感受当代中国城乡居
民的日常生活之变，市井生活场景正在
成为外国游客“新宠”。在中国北疆 ，越
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选择到黑龙江省黑
河市体验异国风情、 参与文化活动，包
括逛早市、品尝当地美食、购买特色小
商品等。 美国摄影师亚当·克莱顿对中
国传统古村落情有独钟，他最喜欢位于
山西省晋城市的皇城相府。

享受生态文明建设的美丽画卷。从
壮丽的天山山脉到秀美的江南水乡，从
雄伟的黄河之畔到神秘的雪域高原，从
梦幻的冰雪世界到深邃的海洋景观，广
博的大自然蕴藏着无尽魅力。新时代以
来，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步
伐不断加快，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蓬勃发展，中国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众多
外国游客用镜头捕捉奇观，一条条展示
中国山水秘境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
上获赞无数。

根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发布
的《2024 年旅行与旅游经济影响：全球
趋势》报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
旅游市场，在未来十年，中国有望超过
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 。新时
代中国形象将以更加多姿多彩、具体可
感的方式呈现在全世界人民眼前。

开放合作推动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

旅游是传播文明 、交流文化 、增进
友谊的桥梁，也是增强人们亲近感的重
要方式。报告指出，伴随着中国旅游业
发展日新月异、蓬勃向上，入境旅游在
增进不同文明包容理解、丰富世界文明
百花园、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等方面发
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增进不同文明包容理解。
近年来，中国与多个国家的文化旅

游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与俄罗斯、中国
与意大利等双边合作机制不断发展，中
国与法国、哈萨克斯坦、坦桑尼亚、赞比
亚、 马来西亚等国家互办文化旅游年，
与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新建（复）交国
家开展文旅交流……这些对外文化和
旅游交流合作成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注脚。

“旅游是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交流
互鉴的重要渠道。” 海南旅游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王健生说，入境游使游客有机
会亲身体验他国的文化，感受不同的历
史传统和生活方式，从而促进文化的传
播与融合。通过入境游，中国可以向世
界展示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发展成就，也
能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
这种双向的交流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
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

精深。通过到中国入境旅游，世界友人
感悟中华文化 ， 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
史，从中更加深切地感受中华文明突出
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
平性。

报告指出 ，新时代 “中国游 ”，向外
国游客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充分体
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 价值理念、鲜
明特色， 彰显中国当代文化的独特魅
力，使中国文化和中国旅游进一步走向
世界，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不同文化之间
的冲突时有发生。而旅游业被誉为“和
平的使者”“友谊的桥梁”， 能够在紧张
局势下起到“稳定剂”“润滑剂”的作用。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
院长毕绪龙说，中国旅游外交作为大国
外交的一部分，紧紧把握并弘扬时代主
旋律，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价值观
的基础上，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鲜明旗帜，努力将其打造成为推动人类
进步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共产
品”，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目标
的实现开辟新的渠道。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入境游已不
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更成为文
化交流与民间外交的重要载体 ， 是衡
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 、 国际吸引力
的重要指标。 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
越开越大， “中国游” 便利化水平会
不断提升， 将有更多外国友人来到中
国、 看见中国、 享受中国、 爱上中国，
也将促进各国共同开创人文交流 、 文
化交融、 民心相通新局面 ， 让世界文
明百花园姹紫嫣红、 生机盎然。

（新华社北京 12 月 4 日电
记者 杨思琪 周慧敏 刘恩黎）

需求回升 稳中有进
———11月份我国物流业相关数据分析
物流业是实体经济的 “筋络”， 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具象化映射之一。 记
者 4 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
到 ， 11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2.8%，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 为今
年以来的高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 分地区来看， 我国东中西部
地区业务总量增势相对均衡， 其中东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在
52%以上， 环比分别回升 0.3 个和 0.2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达
到 53.7%， 环比回升 0.1 个百分点。

分行业来看， 铁路运输业、 航空
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在
高景气区间， 分别达到 55.8%、 56.2%
和 70.6%； 沿海大宗干散货水路运输出
现一定季节性回升， 水上运输业业务
总量指数环比回升 0.3 个百分点。

“四季度以来， 我国工业产业升级
改造需求和居民消费潜力需求稳定释
放， 通信设备、 电气机械、 家具家电、
农副食品、 新能源汽车制造等产供销
物流需求增加， 同时能源原材料季节
性需求明显回升， 带动大部分行业业
务总量指数保持扩张态势， 行业物流
总体向好。” 这位负责人说。

在企业方面， 企业的经营成本压

力依然存在。 面对压力， 部分企业采
取了如扩宽经营渠道、 加大数字化投
入等多种措施 “开源节流”， 微观经营
效益保持稳定。

随着业务量连续回升和物流从业
人员规模增长， 11 月份， 企业主营成
本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 ， 达到
今年以来最高水平。 分行业来看， 道
路运输业、 水上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
和邮政快递业主营成本指数较高。

数据显示 ， 10 月至 11 月两个月
企 业 主 营 业 务 利 润 指 数 均 值 达 到
46.9%， 分别比二季度和三季度高 0.4
个和 0.3 个百分点。 从企业规模来看，
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
数分别保持平稳， 反映出小微型企业
盈利水平和生存条件得到有效改善。

在物流投资和市场预期方面， 11
月份， 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
数达到 51%以上 ， 保持在扩张区间 。
铁路运输业、 多式联运行业和邮政快
递 业 业 务 活 动 预 期 指 数 分 别 达 到
57.4%、 54.5%和 65%。

“从后期市场来看， 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连续 4 个月在高景气区间， 对提
振预期起到基础支撑作用。” 这位负责
人说。 （新华社北京 12 月 4 日电

记者 叶昊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