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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态文明】

7月29日，在安庆市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

护基地，5头江豚在一处江面上出现，时而结伴

追逐，时而翻滚跳跃。基地工作人员张礼元和

同事们24小时轮班巡查，防止钓鱼、下网等行

为，守护“水中国宝”。

安庆是长江流入我省的“第一站”，境内岸

线165公里。西江保护基地，是长江中下游建

设的首批江豚迁地保护基地。建设该基地，是

安庆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

的举措之一。

2018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指出安庆江豚自然保护区不断“瘦身”，保护区

内违法违规码头泊位影响江豚生境等问题。

安庆市委、市政府强化整改落实，将江豚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作为污染防治

攻坚“1号工程”和各地党委、政府“一把手工

程”，成立以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

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安庆江豚自然保

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方案》。

当地开展“三策”整治，实施“一泊一策”，

对长江干流安庆段121个泊位分类施治，共关

停退出泊位68个，复绿岸线37公里；实施“一

口一策”，对全市长江干流18个入江排污口分

类治理，关闭退出7个，整治达标11个；实施

“一船一策”，比国家要求提前一年半完成长江

干流安庆段492艘渔船减船退捕任务，全面落

实长江“十年禁渔”。

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于2021年1月

获省政府批准，保护区范围覆盖165公里安庆

全江段，面积达399.44平方公里，是目前长江

流域最大的江豚保护区。安庆市颁布实施《安

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是全国首个为保护

单一濒危物种立法的设区市。经过整改，江豚

自然生境明显改善，长江安庆段江豚数量从

2015 年的 130头至 150头增加到 2020年的

180头至200头。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一座生态宝

库。大江奔流，在安徽蜿蜒416公里。近年来，

我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突出位置，以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治污、治岸、

治渔“三管齐下”，划定1公里、5公里、15公里

三道防线，倾力打造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

2019年，省委、省政府开展长江安徽段生

态环境“大保护大治理大修复，强化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专项攻坚行动，统筹推进

长江警示片披露问题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2020年，两次召开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整改现场会，纵深推进整改攻坚行

动。2021年，继续开展以“严整改、重质量、促

转型”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专项攻坚行动和

“1+1+N”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攻坚行

动，建立问题整改清单，分级分类推进整改落

实。今年，我省开展以长江干流为重点的全省

流域岸线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排

查问题234个，强力推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

改，深入开展“大起底、回头看”排查。

各地特别是沿江各市把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采取超常规举措、

超常规力度进行攻坚，尤其注重项目方式推

动，实施进园区、纳统管、关污源、生态修复等

一大批项目，确保问题真改真见效。

截至6月底，3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的 296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240 个，占比

81.1%；4批国家警示片披露的69个问题，已完

成整改54个，占比78.2%；其余问题整改均按

序时进度推进。同时，我省2019年以来举一反

三排查发现 6 批 2286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2246个。

通过推进督察整改，2021年度我省长江流

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92.7%，创有监测记

录以来最好水平。护一江碧水东流，目前从安

徽流出去的长江水都是Ⅱ类。

（安徽日报记者 夏胜为）

护一江碧水向东流
我省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全面推进长江保护修复——

本报讯（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8月3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

今年以来，安徽自贸试验区按照“建机

制、抓重点、抓关键”总体要求，坚持大

胆试、大胆闯、自主改，1月至6月，实现

进出口959.3亿元、同比增长28.5%，全

力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新进展。

据了解，今年1至6月，安徽自贸试

验区实现进出口959.3亿元、同比增长

28.5%；实际使用外资（FDI）1.1亿美元，

其中高新技术利用外资占比达40%；新

增注册企业7674家、同比增长45.5%。

总体来看，安徽自贸试验区贡献了全省

上半年26.1%的进出口、12.5%的利用

外资、4%的新增注册企业。同时，三个

片区积极开展首创性、差异性改革创

新，形成了40项制度创新成果。

为持续提升我省投资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水平，我省创新贸易监管模式，

拓展长三角特殊货物检查作业一体化

监管试点，12家企业526项商品纳入试

点清单；加快发展贸易新业态，积极探

索新型易货贸易常态化运作机制，保税

维修业态拓展至笔记本电脑全品类，高

端机床设备、中高端消费品等保税展示

交易业态取得新突破；优化投资便利服

务，推动建立省重大外资项目协调推进

机制，对总投资1亿美元以上省重大外

资项目开辟项目审批、用地、环评、能耗

等绿色通道；提升物流通道能级，“联动

接卸”模式已复制推广至全省所有水运

口岸，1至6月芜湖港联动接卸箱同比上

升335.7%。

此外，在产业创新方面，我省深入

开展科创领域首创性改革，深化产业化

经费股权投资改革，累计已有85家科创

企业获投6500万元产业化经费，带动社

会资本投资20亿元。同时，我省聚焦三

个片区10个主导产业开展集成性制度

创新，充分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双招双

引，目前已围绕集成电路、量子信息、新

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车、生物医药等4

个产业，拟订了5个方面76项制度创新

举措。创新实施的自贸试验区特别清

单，212项赋权事项已全部落地，启动

2022年度特别清单调整扩容工作。

近年来，我省聚力深化内外联动协

同发展，对外深化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创

新合作，对内深化联动创新区协同发

展，目前3个自贸试验区以外的13个省

辖市均设立联动创新区，形成全省“自

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协同发展局面。

省商务厅副厅长刘光表示，下一

步，我省将以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更大

力度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快形成更多可

复制可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助推产业集

聚发展，引领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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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运输投送局消息，

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2600余个客运车站

全部开设军人依法优先通道、军人优先购

票窗口和军人候车区。

今年8月1日是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央

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在全国铁路系统开展

军人出行依法优先工作5周年。5年来，全

国各铁路客运车站严格落实军人出行依法

优先各项要求，每个车站均设置军人优先

购票窗口，开设军人依法优先安检和检票

通道；划设军人候车区，满足了军人及家属

出行需求。

在做好军人出行依法优先的同时，

各车站还将军人依法优先向战备训练

拓展，为部队机动、演训提供全方位

服务。此外，铁路部门在每年的新老

兵运输中，优先安排乘坐高铁、动车和

城际列车，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还将

地铁纳入运输投送保障网络，使新兵

运输投送实现地铁与高铁的无缝衔

接，有力地提升了部队投送效率，让军

人依法优先全方位落实到国防建设全

过程。

全国铁路客运车站全部实现军人出行依法优先

本报讯（祝海洋 范为民 通讯员 郭兰）

今年以来，淮北市杜集区朔里镇为有效解

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探索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管理模式，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赋能

基层治理，利用“钉钉”App将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搬上云端，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推动

人居环境提质增效。

网格化管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

重要手段，朔里镇结合网格化管理，按照

建设数字政府的思路，在“钉钉”App上

开发人居环境整治“公共区域”和“农户

庭院”2 个专属模块，工作人员可通过

App实时上传反馈人居环境整治现状和

存在的问题，所有上传的问题均可后台

“一键导出”，实现了问题排查、整改、销

号及数据统计分析的全流程闭环式管

理。截至目前，共收集上传信息4583户，

发现问题247条，整改98条，问题排查和

整改效率明显提升，实现了人居环境整

治从人力密集型到人机交户型的转变，

推动全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迈上新

台阶。

朔里镇始终坚持高效整治人居环境，

将人居环境整治由传统的巡查整改转换为

线上记录，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整治的质量

和效率，以技术创新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切实做到村庄环境“六清一

拆”、农户庭院“四净两规范”、农民群众“四

勤两参与”。

科技赋能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提质增效
淮北市杜集区朔里镇——

8 月 3 日，淮南

市寿县堰口镇江黄村

茶馆内，83 岁的老党

员陶善珍（左）在微党

课中与喝茶群众交流

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

生态环境变化。 淮

南市寿县堰口镇江黄

村驻村工作队在乡村

振兴工作中发挥村里

茶馆村民集聚、信息

交汇等自然形成的平

台优势，把党建引领、

文明实践、普法教育

等乡村治理工作融入

百姓喝茶聊天生活

中，推动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有效开展。

通讯员 陈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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