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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生态美 乡村振
兴有保障

深入推进农村环境“三大革
命”“三大行动”，强化完善户改厕、
农饮水、生活垃圾处理管护机制，
加快完成165户农村新建和124
户提升改厕任务，完善农村厕具维
修服务及资源化利用体系，确保卫
生厕所普及率90%以上。着力建
设绿色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推
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农业资源养护，构建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体系，实
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着
力建设绿色的生活方式和人居空
间，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美丽乡村建设，以全域整治引
领推进全域景区化，将生态惠民、
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落到实处。

凝心聚力组织强 乡村振
兴有力量

调整优化组织振兴专项领

导小组，构建组织部门牵头协
调、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合
力推进机制。扎实推进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不断加强党支部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整顿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全面提
升基层党支部组织力、凝聚
力。深化农村改革，积极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巩
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
果，提高农村“三变”改革质
量。深入推进党建引领集体经
济发展，修改完善村级集体经
济激励制度，不断激发村干部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内生动
力，深入实施“千万工程”，2022
年集体经济总收入 1326.92 万
元，村均经营性收入 102.07 万
元，位列全市县区第一，集体经
济 强 村 12 个 ，强 村 比 例 达
92.3%，其中超百万强村 6 个，
为加快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坚强组织
保障。

“我们通过整合资源，大力
挖掘老城区潜力，对原公安局
旧址进行改造，拆除闲置设施，
平整硬化场地，释放停车泊位
100多个，有效缓解了周边的停
车压力。”淮北城市泊车管理有
限公司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告诉
记者，“公司还积极听取群众的
呼声和诉求，提供停车位包月
服务，让周边居民便捷停车、轻
松停车。”

城市更新建设惠及千家万
户，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是一项实实在在的
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此，我
市围绕功能品质活力提升，统
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便民停

车、“口袋公园”和公共设施配
套等建设，加快补齐城市发展
短板，用一项项实打实的举措
回应群众所盼、纾解群众所忧，
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满意度。

其中，为切实缓解停车难
题，让车主告别“绕圈圈”的困
扰，我市持续加强停车设施建
设管理，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充
分挖掘利用边角地块，对市体
育中心、老公安局、国购广场等
存量停车场进行改造升级，对
地下停车场进行专项整治，盘
活利用“沉睡”资源，提高各类
停车资源供给，不断满足群众
停车需求，推动城市更新暖民
心。

不仅如此，今年市园林处在
老火车站站前广场、老市政府门
前、长山路桥西南侧、梅苑西路、
S202与紫昱路青春路交口处建
设“口袋公园”，提供绿化、园路
广场、园林小品、水电、公共服
务、“智慧+”等复合功能。

坚持有的放矢，推动城市
更新有重点

城市更新涉及面广、工程
量大，应从何处着力？

我市坚持有的放矢，强化
城市体检成果运用，坚持“留改
拆”并举，对利用效率低下、环
境品质不高的存量片区进行
挖潜提效，加快基本公共服务
补短板，营造舒心宜居生活环

境，统筹推动城市既有建筑、
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停车、
生态环境整治修复、工业遗产
活化利用、城市运行安全等建
设更新改造，充分释放城市发
展活力。

老城区是我市城市更新先
导片区。老城区城市更新单元
共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水环境
整治、道路交通提升、停车场建
设、“口袋公园”建设、城市生命
线安全工程建设和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 8 项更新改造项目。其
中，老城区老旧小区改造 34 个
小区，目前均已开工建设。

加快推动老电厂片区更新
改造。目前，围绕原八号机组
改建工业遗址展览馆，项目已

于 6 月底开工建设。片区远期
计划建设老电厂历史特色文旅
街区，开发高品质房地产居住
区，同步打造配套完善的社区
服务。

有序推进淮北站门户片区
更新改造项目。该片区内有火
车站、长山路桥、东岗楼立交
桥、泉山立交桥等重要交通设
施，计划通过淮北站交通环境
提升工程和线性公园建设两个
项目进行改造提升。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
一头连着民生。如今，我市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统
筹调度，密切协作配合，加快推
进项目实施，切实将城市更新
成果转化为城市发展新动能。

新华社合肥8月27日电 27
日16时，安徽省气象台发布暴
雨黄色预警。根据气象预报，未
来24小时，安徽省16个地级市
中有9市将出现暴雨，局部地区
大暴雨。

据了解，安徽此轮降水从8
月26日开始出现，预计将持续
至29日。根据天气实况，8月26
日14时至8月27日14时，安徽
302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50毫
米，70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100
毫米，最大降水量位于六安市金
安区，达211.1毫米。

根据预报，安徽省淮北、宿
州、蚌埠、淮南、六安、安庆、池
州、铜陵、滁州等市有暴雨，局部
地区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
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其中，蚌埠市五河县、宿州
市泗县及灵璧县已发布暴雨橙
色预警。

8月26日10时，安徽省气象局
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Ⅳ级应急
响应。预报指出，8月28日，安徽境
内的长江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还
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从27日
起，安徽气温自北向南逐渐下降，9
月3日前安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低于30摄氏度。

自全市开展围绕“五大”要
求、“六破六立”大讨论活动以
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高
度重视，精心谋划，紧紧围绕省
委、市委部署要求，以推进高质
量转型发展为统领，以大学习大
讨论为主要形式，紧扣主题、把
握导向、全员参与，引导全系统
党员干部不断解放思想、改进工
作作风、筑牢为民初心。8 月 9
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
记、局长曹宏新就如何开展好大
讨论活动、抓好下一步工作，接
受了市传媒中心记者专访。

曹宏新说，要抓住思想解放
这个根本，深学细研定目标。结
合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
等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徽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韩俊关于

“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
革开放新高地”的专题党课报告
精神、省党政代表团赴沪苏浙学
习考察总结交流会精神、市委书

记覃卫国在全市开展围绕“五
大”要求、“六破六立”大讨论活
动动员会上的讲话精神等内容，
切实抓好各项规定学习动作落
实。制定《关于全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系统开展围绕“五大”要求、

“六破六立”大讨论活动的实施
方案》，召开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系统开展围绕“五大”要求、

“六破六立”大讨论活动动员会，
深入结合“两统一”职责，牢牢把
握“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
土空间格局、促进绿色低碳发
展、维护资源资产权益”工作定
位，明确工作任务、工作要求和
时间节点，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将大讨论活动作为近期重要政
治任务抓细抓实，确保大讨论活
动高效高质推进。

曹宏新表示，要聚焦为民服
务这个关键，真抓实干转作风。
引导党员干部勇于“吃改革饭、
走开放路、打创新牌”，树立“沪
苏浙能干的我们就能干”理念，
创造性地落实省委、市委和省厅
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土地供

应管理各项制度，创新土地供应
方式，探索土地节约集约新路

径，保障企业用地需求。全面推
行告知承诺制办理工业项目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持续推进工业
项目“拿地即开工”。优化审批

程序，实现临时用地网上审批全
覆盖。在全省率先实现企业“带
押过户”不动产类型全覆盖，进
一步提升便利化服务水平。实
行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与测
绘、不动产登记同步办理，实现

“验收即发证”。
曹宏新说，要突出能力提升

这个导向，查摆问题补短板。坚
持问题导向，主动深入农村、开
发区、企业等开展调查研究，围
绕耕地保护、要素保障、规划管
理、生态修复、执法监察、不动产
登记等当前自然资源和规划工
作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广泛
收集意见建议，全面查摆不足，
深刻剖析根源，建立问题台账。
抓紧抓实整改“后半篇”文章，定
期调度整改落实情况，以群众满
意与否为工作导向，把为民办实
事作为责任担当和检验活动成
效的重要标尺。通过问题整改，
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能
力、落实工作任务。

曹宏新表示，要紧盯目标任
务这个重点，靶向发力见成效。

以省政府考核指标、市政府考核
指标、深化改革任务等年度目标
任务为重点，鼓足干事创业的精
气神，找准突破点，干到关键处，
迎难而上，敢于突破，积极做好
要素保障工作，不断提升规划服
务水平，压紧压实资源保护责
任，打造生态修复“淮北模式”，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以赴抓
好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各项工
作，切实做到以思想破冰引领行
动突围，以真抓实干推动工作争
先创优、提档进位。

曹宏新最后说，下一步，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将严格
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把大
讨论活动与干部能力建设、作
风建设以及干部日常监督、考
核考评、选拔任用结合起来，进
一步匡正干的导向，以实绩论
英雄，凭实绩用干部，以“上”的
褒奖激励“干”的热情，以“下”
的压力倒逼“干”的劲头，确保
活动不走过场，为现代化美好
淮北建设贡献更多自然资源和
规划力量。

为现代化美好淮北建设贡献更多自然资源和规划力量
——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曹宏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曹宏新接受市传媒中心记者专访。

新华社长春8月27日电 为
期5天的第十四届中国—东北
亚博览会27日落下帷幕。记者
从东北亚博览会执委会了解
到，展会期间共签订国际、国内
合作项目 99 个，引资额 844.75
亿元，项目投资规模再创新高。

本届东北亚博览会以“共
建东北亚，合作向未来”为主
题。东北亚博览会执委会副主
任吕海强介绍，活动期间，来自
1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 万余名
客商线下参会，包括世界500强
企业 58 户、中国 500 强企业 12
户。通过举办合作推进会、专
题推介会，共签订国际、国内合
作项目 99 个，引资额 844.75 亿
元，签约项目涵盖新能源、新农
业、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现代

服务业等产业领域。达成1亿
元以上项目 59 个，5 亿元以上
项目18个，10亿元以上项目18
个，50亿元以上项目4个，项目
质量不断提升。

吕海强介绍，本届东北亚
博览会主、分会场累计展示商
品6万余种，参展企业和机构数
达1006户，不仅展览展示面积、
参展参会国别、省区市参展企
业等方面均创新高，还设置“云
上展平台”，吸引线上参展企业
1847户，展品6万余件，实现国
内外客商“面对面”“屏对屏”的
精准对接，打造“永不落幕的东
北亚博览会”。

据吉林省贸促会数据显示，
2005年至今，东北亚博览会已举
办十四届，共有79万专业客商参
会，累计签约合作项目3032个，
投资总额达20539亿元。

第十四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项目投资规模创新高

我省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8月27日，在重庆市北

碚区缙云幼儿园美术室，教

师在制作教玩具。

开学在即，各地中小

学、幼儿园的教职员工陆续

回到校园，做好开学前的各

种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到

来。

■ 新华社发

摄影 秦廷富

精心准备
迎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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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水金辰

■ 记者 金津秀■ 新华社记者 袁敏 张武岳

新华社济南8月27日电 微
山湖畔，摄影爱好者赵迈惊喜
地发现，近两年湖区鸟儿变多
了：“我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青头潜鸭，还有许多以前没
出现过的鸟儿。”

微山湖之变，折射山东生
态文明建设新成效。记者从近
日在山东召开的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暨美丽山东建设推进
会上获悉，近年来山东深入落
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生态修复持续推进，
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生产生活
方式加速转变，岱青海蓝、万物
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齐鲁大地
徐徐展开。

生态修复，鸟儿回来了
近年来，山东建立起覆盖

全域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整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2022 年，山
东国控地表水考核断面优良水

体比例83％，同比改善5.2个百
分点；黄河流域、南四湖流域、
小清河干流国控断面优良水体
比例首次均达到100％。

流经济南市区的小清河，
见证着山东水生态的嬗变。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化、城镇
化的加快，导致大量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排入小清河，河道
垃圾遍布、鱼虾绝迹，水质不断
恶化。

“不能让小清河成为百姓
心中永远的痛！”济南市生态环
境局局长肖红说，当地关停搬
迁沿河工业企业 66 家，推动 8
家涉水企业转型为绿色工厂，
从源头减少工业污染排放。

“同时，我们补齐污水处
理短板，新建 26 个污水处理项
目，总污水处理能力达 209.8
万吨／日。”济南市生态环境
局水生态环境处处长李计珍
说，如今的小清河水清了，成
为市民健身、垂钓、观光的好
去处。

如今，黄河口国家公园加快创
建，长岛列入国家公园总体布
局；滨海湿地3000余公顷、岸线
28 公里得到整治修复，95.4 万
公顷海域被划为海洋生态保护
红线；胶州湾等地候鸟翔集、栖
息越冬，黄河刀鱼、江豚消失多
年后重现黄河口……

体系优化，生态治理加强
制度保障

杨华章是山东东营的一名
“生态警长”。他上班第一件
事，就是通过指挥大厅 13 块屏
幕和252个监控探头画面，远程
巡查1045平方公里的辖区。接
着，他穿戴好装备，前往湿地和
芦苇荡中巡逻，每天至少 3 小
时。

在东营，像杨华章这样的
“生态警长”有 219 名，守护着
沿黄河138公里、滨海464公里
生态带和 118 处城市湿地区
域。近年来，山东深化“生态警
长”机制，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

“生态派出所”“生态警务室”。

去年以来，山东省公安机关共
侦办污染环境案件 402 起，非
法采矿案 683 起，非法占用农
用地案 186 起，破坏森林和野
生动植物等生态资源案件2147
起。

2021 年 4 月，山东、河南两
省签订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为黄河入
鲁水质装上了“安全锁”。按照
协议约定，2022 年山东向河南
兑现生态补偿资金1.26亿元。

观念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更“绿”了

“生态好了，金山银山也就
来了。”山东临沂蒙阴县桃墟镇
百泉峪村党支部书记方国明
说，“全村人民决心优先守护绿
水青山，一条生态富民路便就
此铺开。”

2021 年，蒙阴县开展生态
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发布
了山东首份村级 GEP 核算报
告。经核算，百泉峪村生态产
品总价值 7270 万元，获得整村

生态授信 4300 万元，为生态建
设注入了金融“活水”。如今，
这个曾靠开采矿石过活的村
子，年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村
民人均年收入4.2万元。

价值观念的转变，正推动
山东各地生产方式绿色转型。
烟台市打造万华工业园余废热
低碳清洁供暖等 29 个应用场
景，全市财政绿色采购占比达
88％；枣庄市新能源汽车、锂离
子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
产品出口增长强劲；威海市海
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建
设全面开花……

目前，山东305家发电企业
完成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
期配额清缴，累计成交额占全
国58％以上。全省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8381.8万千
瓦，占比达到 41.8％；光伏发电
装机和新型储能并网规模均居
全国前列。“四新”经济投资同
比增长10.9％，占全部投资比重
达到55.6％。

山东：打造绿水青山秀美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