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质量审计助力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强磁场”
本报记者 贾 静

“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在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市审计机关在强化审计的权威
性、专业性、实效性上下功夫，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推
动落实、促进发展。 截至 2024 年年末，全市已到整改期
限的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到位率达 99.91%，在建设现代化
美好淮南生动实践中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答卷。

服务中心大局，展现“新作为”
市审计机关加大对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跟

进力度和监督频次，做到重点工作“精准审”、对重要事
项“持续审”，有效回应党委政府的关切。 聚焦财政政策
提质增效， 开展市本级财政管理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
推动财政资金合理配置、高效使用。 组织实施的市级土
地报批费用管理情况审计， 促进盘活土地报批沉淀资
金。 聚焦风险防控，对全市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实施全
覆盖审计，组织全市审计机关开展增发国债项目专项审
计调查和产业投资基金专项审计调查，促成市政府出台
《淮南市政府产业基金管理办法（试行）》《淮南市政府产
业基金绩效评估办法》《关于公开遴选政府产业基金管
理公司实施办法》等系列制度。 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023 年以来，有序开展省级以上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兑现及标准化厂房建设专项审计、市属两大开发区主
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全链条、全周期嵌入招商引
资、重点项目落地、奖补资金发放等重点内容，用高质量
审计成果服务决策。

推动深化改革，发挥“新作用”
在强化对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的审计监督中， 市

审计机关做到国有企业、 国有资本走到哪里， 审计就
跟进到哪里， 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围绕摸清家底， 组织实施了淮南市辖区财政收支暨国
有资产管理专项审计调查， 开展了淮南皖淮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退城进园政策落实情
况审计， 为政府推进企业资产重组提供审计依据。 围
绕盘活资产， 实施市属重点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及运营
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促进全市开展国有资产监管专项
整治和市级闲置资产资源盘活专项行动。 围绕明晰产
权， 开展了市建发集团、 产发集团与县区园区债权债
务情况专项审计。 围绕强化监督， 在全省率先探索在
国有企业中建立总审计师制度， 制定 《关于在市属国
有企业中建立总审计师制度的实施意见 （试行）》， 目
前该意见已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 、 市委常委会会议 ，
力争在全市市属国有企业全面推广。

推进项目建设， 实现 “新突破”
近年来， 市审计机关持续聚焦重大投资项目加强

审计监督， 强化政策、 资金等要素保障， 加快推动项
目落实， 充分发挥有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特别是去年， 实现了三个全覆盖： 重大交通项目审计
监督全覆盖。 聚焦城市路网建设， 持续加大重点交通
建设项目审计力度， 助力完善综合交通体系， 打好交
通大会战。 围绕高速公路建设， 对合周高速、 淮桐高
速、 怀凤高速、 扬淮高速等 4 条高速公路淮南段开展
了跟踪审计。 围绕市政道路建设， 对中兴路、 南纬七
路等 6 条市政道路开展了竣工决算审计， 促进市政道
路 “增量 、 提质 、 增效 ”。 围绕农村公路建设 ， 连续
三年对世行贷款农村公路提升改造示范项目执行情况
开展审计， 推动农村公路村村通、 路路通； PPP 项目
财务竣工决算审计监督全覆盖。 对市非正规垃圾堆放
点治理 PPP 项目、 淮南市大气环境监测与综合管理系

统建设 PPP 项目等项目实施竣工决算审计， 揭示了由
于结算审核不严增加政府付费风险等重大风险隐患问
题； 新增国债项目建设审计监督全覆盖。 围绕项目申
报审核合规性、 资金管理使用合法性效益性、 项目建
设进度和后期维护有效性等方面开展了我市 2023 年度
增发国债项目专项审计调查， 对市本级及 7 个县区共
35 个项目进行了穿透式审计， 涉及国债资金 17.86 亿
元。

增进人民福祉， 展现 “新气象”
过去一年， 市审计机关紧扣党中央重大政策落实

情况和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开展审计监督， 组织开展
了一系列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审计。 关注住有所居，
连续两年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情况开展专项审计调
查， 聚焦拆迁房建设难、 拆迁户无居所等群众难点堵
点问题， 实施了大通区林巷村、 建北村棚户区改造项
目审计， 助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帮助老百姓喜迁新
居。 关注老有所养， 在预算执行审计中对 “老有所学”
“老有所养” 相关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重点延
伸， 实施养老保险基金专项审计。 关注病有所医， 开
展了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医药耗材设备采购及管理使用
等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对全市 11 家公立医疗机构进行
审计全覆盖。 促成全市 3 家医院 23 个治疗大类 194 个
集中带量采购药品落地实施， 高值耗材全部进入集采，
药品耗材价格实现了大幅下降。 关注弱有所扶， 开展
了全市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审计、 自然灾害救灾资
金审计、 全市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情况审计
等。 关注美丽淮南建设， 实施了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
资金审计， 开展了 2 个市辖区主要领导的自然资源离
任审计， 深入揭示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任务落实， 山水
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存在的问题， 加快生
态强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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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部门多举措强化春节渡运安全
本报讯 春节假期接近尾声， 全市

迎来返程高峰， 渡口客流车流增大， 淮
南辖区淮上渡口由于是一类渡口， 并连
接着潘集和田家庵两个较大城区， 过渡
车辆和人员积压较为严重， 并出现部分
货船自备船筏私自载人现象， 市地方海
事 （港航） 管理服务中心高度重视， 立
即开展现场调查， 经调查并无载客运营
行为， 均为自用， 海事人员及时提醒船
员规范穿戴救生衣。

针对返程高峰渡运安全面临的问

题， 市地方海事 （港航） 管理服务中心
及时召集交通综合执法支队海事大队 、
田家庵海事处和辖区一类渡口负责人进
行会商， 针对存在问题分析研判、 精准
施治， 多举措强化渡口渡运安全管理 ，
及时消除水上安全隐患。

海事各部门和渡运企业进一步加大
水上安全宣传力度， 让群众广泛知晓 ，
宣传渔船、 自备船筏在渡口范围内交叉
航行严重影响渡运安全， 在船人员必须
规范穿戴救生衣； 交通综合执法支队海

事大队依据执法职能， 加强日常巡查检
查， 一旦发现渔船、 自备船筏私渡拉客
现象立即处置解决； 海事部门及时与渔
政管理部门沟通解决渔船在渡口水域捕
鱼问题； 要求渡运企业加强自身管理 ，
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加强
渡运秩序现场管理维护， 根据每天的客
流量数据合理调整渡船运送量， 提前告
知过渡车辆及时调整路线， 尽量减少等
待时间， 落实好人车分离过渡管理， 同
时督促渡船船员遵守航行规定， 谨慎驾

驶， 安全航行。
下一步， 市地方海事 （港航） 管理

服务中心将找准职能定位 ， 履职尽责 ，
统筹船、 港、 企、 人等安全生产主要因
素， 加强水上搜救工作， 督促渡运企业
落实渡运安全主体责任， 与交通综合执
法部门和渡运企业共同努力加强水上交
通安全管理， 确保水路春运安全平稳有
序。

（本报记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张 波）

用好“三个平台”
赋能“高效办成一件事”

本报讯 2024 年， 我市用好城
市大脑平台、 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
政务服务平台，高质量完成开办运输
企业“一件事”国家级试点任务 1 个、
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和开办机动
车修理店“一件事 ”省级试点任务 2
个，复制推广“一件事”17 个，试点任
务数量居全省第一。 “一件事”平均总
跑动次数减少至 0.63 次， 办理总时
限压缩至 9.83 天， 提交材料减少至
8.3 份。

城市大脑平台。 根据“高效办成
一件事”数据需求，整合多部门业务
系统数据 ，2024 年新接入数据总量

达 4.15 亿条。 累计汇聚 64 个部门数
据 46.84 亿条，部门间交换共享数据
量近 900 万条。

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 建设一体
化数据基础平台，完成与省平台级联
对接，在前端实现共享全省相同事项
组件资源，在后端实现统一分发数据
至各部门业务系统、审批结果实时回
传、办理进度实时可查。

政务服务平台。 全市签发、汇聚
615.4 万份电子证照，关联 6.04 万个
服务事项申报材料，为“一件事”运行
提供基础支撑。

（本报记者 贾 静）

“三项举措”反电诈
守护群众“钱袋子”

本报讯 电信网络安全事关生
产生活， 事关民生福祉。 我市聚焦
源头防控和综合治理， 紧盯涉诈风
险环节， 运用科技信息化手段、 凝
聚更大合力、 落实有关机制与意见，
织密反诈 “安全网”， 守护群众 “钱
袋子”， 使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
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
续。 2024 年， 共预警拦截受骗群众
26722 人， 返还群众受骗资金 3675
万元。

强化科技赋能。 加强与互联网
公司的深度合作， 升级反诈精准预
警系统 ， 抓实 “96110” 反诈专线
市、 县、 派出所三级贯通， 在接警
止付上实现涉案信息一键提交， 提
升涉诈资金拦截时效。 搭建高发类
案预警模型， 升级无感拦截技术建
设 ， 汇聚资源数据 ， 建好服务中
心 ， 强化赋能应用 ， 实现精准研
判 、 预 警 、 反 制 、 打击 、 防范 。
2024 年 ， 共处置涉诈信息 23 万余
条， 开展见面劝阻 2336 人次。

提升预警能力。 强化预警劝阻
和技术反制 “双轮驱动”， 完善 “信

息预警＋技术反制＋落地劝阻” 工作
闭环， 提升预警劝阻和技术反制精
准性、 有效性。 针对 “线上诈骗+线
下取钱+投送” 电诈案件多发形势，
与银行搭建线索共享平台， 主动排
查清理各类风险账户， 汇集研判数
据， 精准发现拦截可疑交易， 有效
阻断涉诈资金转移渠道， 最大限度
避免群众损失。 2024 年， 共查处预
警线索 42 条 ， 精准止损涉诈资金
400 余万元。

创新反诈宣传。 采取 “固定+流
动” “入户+集中 ” “线上+线下 ”
等相结合的宣传方式， 筑牢宣传阵
地， 通过制作反诈小视频、 悬挂横
幅、 发放宣传单、 举办专题讲座等
方式， 在院校、 社区、 商业综合体
等场所开展防范宣传， 面对面向群
众分析 、 讲解诈骗手段和典型案
例， 推广防范措施， 营造 “人人提
醒 、 时时提防 ” 浓厚氛围 。 2024
年 ， 共印发反诈宣传资料 150 万
份 ， 集中宣传 2478 场次 ， 发布反
诈文章154 篇。

（本报记者 贾 静）

打造醋业品牌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春节前夕，凤台县顾桥

醋业开业，标志着顾桥醋业高质量发
展迈出新步伐。

顾桥陈醋历史悠久， 风味独特，
与山西老醋、镇江香醋并列为中国三
大醋系之一。顾桥陈醋自清乾隆年间
传入，传承发展了 200 多年。 “双喜牌
顾桥陈醋” 于 1978 年被中华人民共
和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命名为
出口品牌，1982 年获评安徽省优质产
品，1985 年荣获国家轻工业部颁发的
优质产品称号。 顾桥陈醋酿造技艺被
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近年来，顾桥镇锚定“工业强镇、
三产活镇、文旅兴镇”的总体思路，大
力发展水面漂浮光伏，打造沉陷区绿
色能源基地；探索沉陷区综合治理新
模式，塑造绿色生态休闲区；建设陈
醋产业集群， 铸就特色醋香魅力小
镇；谋划低空经济蓝图，发展救援培
训特色基地。

开业仪式上， 顾桥醋业决定将
开业当天销售陈醋所得利润 10%
捐赠给县妇联 ，用于春节慰问困难
妇女。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常开胜）

遵守文明公约旅游更舒心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春节假期， 记者先后来到舜耕
山风景区的泉山湖、 仙女湖、 慈母
涧、 老龙眼水库， 茅仙洞等处游玩，
所见所闻， 明显感觉到淮南市民素
质在潜移默化提高， 文明旅游的观
念越来越强， 人们的举止行为更文
明。

假日期间， 前来老龙眼水库游
玩打卡的游人络绎不绝。 负责环卫
工作的环卫工人时永兰每天骑着三
轮车， 向游客宣传文明旅游。 她告
诉记者： “我每天除了负责泉山湖
合淮公路到舜意桥两公里的环山公
路的卫生， 还向游客宣传环境卫生，
让大家真正知晓环境卫生靠大家 ，
文明旅游靠大家， 认真遵守文明公

约， 讲究卫生， 不要乱丢垃圾。” 她
说， 这段路上， 附近的居民前来遛
狗的比较多， 狗主人大都能把狗粪
带走。 沿途 10 多个固定的垃圾箱都
有垃圾， 游客都能自觉把烟蒂和垃
圾丢进垃圾桶里。

在凤台县茅仙洞景区 ， 春节假
期增加了诸多文明旅游温馨提示牌、
安全警示牌 ， 不少游客主动开展
“环保旅游行动” “带走垃圾行动”，
网红还在景区载歌载舞拍抖音打卡。
该景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
假期游客文明素质显著提高， 景区
旅游大道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 没
有一起违章停车现象； 春节后， 遇
到拥堵 ， 游客主动帮忙疏导交通 ；
购票按规定文明排队， 景区开展了
“微笑服务”， 各个景点不拥挤， 不
喧哗， 做到了文明参观、 文明游览、
文明服务。

非遗贺新春
欢乐过大年
春节期间， 市文化和旅游局

在 1952 文化街区举办“非遗贺新
春·点亮中国灯———淮南市金蛇
迎春年味大集”活动，分为“金蛇
贺春·灯会灯展”“非遗新韵·文化
展示”“年货大集·特产展销”三个
板块。 其中，“非遗新韵·文化展
示”活动，邀请约 20 余家淮南本
地非遗传承人汇聚一堂， 现场展
示手工非遗技艺， 包括火壶、火
老虎、风火轮、鱼灯等传统技艺
表演，并开展现场教学，让非遗
更好融入现代生活， 在新时代焕
发光彩。

本报记者 朱庆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