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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池州市市民在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 人民网记者 王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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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铜陵市金时代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参与数据和双碳计算基础

数据”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

书。这是铜陵市首张数据知识产

权登记证书，也是安徽省首张“双

碳”领域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

“一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参与

数据和双碳计算基础数据”从3个

维度挖掘梳理数据，提炼总结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独特的数据

算法，通过分析垃圾分类参与数据

及“双碳”计算基础数据，了解居民

分类习惯、分类效果，追踪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全过程的“碳”足迹，识

别减排潜力点，实现城市管理的精

细化，为优化制定更加精准、有效

的垃圾分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今年4月，省市场监管局等部

门联合研究制定了《安徽省数据知

识产权登记办法（试行）》，推进数

据知识产权登记工作。铜陵市市

场监管局深入企业走访调研，联系

对接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精

准指导铜陵市金时代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完成登记。登记证书的颁

发，明确了数据的权利人和权益，

有利于企业进行数据资产交易和

运营，促进数据要素传播利用和价

值实现。

（安徽日报记者 刘洋通讯员
孙照柱 方凌）

“双碳”领域
数据知识产权证颁发

落地铜陵 为安徽首张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霍邱县的

六钢集团，在金属冶炼这个传统产

业，信息化和数字化赋予了企业新

活力。通过“一个平台，两大中心”

建设，巨大的钢铁厂不再笨拙，而

是有了智慧的“大脑”和“身躯”。

记者在六钢集团无人料场看

到，干净明亮的智慧控制中心里，

几个工人远程遥控，巨大的料机精

准地在料棚里抓取运送煤粉等炼

钢原料，全程都见不到大家传统印

象里钢铁生产的场景。

“不仅是料场，在六钢集团，凡

是有生产安全和环境风险的岗位，

我们都实现了无人化。我们打造

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生产组织和物

流调度中心、环境检测和污染治理

中心。通过数字化战略转型，公司

综合调度指令准确率提升0.7%，

生产组织作业率提升3%，每吨钢

铁成本降低15.7元，每年产生直

接经济效益超过6000万元。”六钢

集团行政总裁光超说。

六钢集团是霍邱县工业企业

加快数字化转型最亮眼的例子。

在这个农业大县，随着智能化改

造、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越来

越多的传统工业企业插上了转型

腾飞的翅膀。目前，该县认定国家

级绿色工厂3个、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优秀场景2个，省级工业互联网

平台1个、智能工厂1个、绿色工

厂 4 个、数字化车间 3 个，市级

“5G+工业互联网”示范应用3个、

智能工厂1个、绿色工厂7个、数

字化车间9个。霍邱经济开发区

被认定为首批省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示范园区。

在数字化转型中，霍邱县紧

抓县内龙头企业，通过抓标杆引

领，为全县工业企业做出示范带

动作用。

“我们聚焦铁基材料、农副产

品加工、先进制造业三大主导产

业，实施‘一链一策’，积极推动龙

头企业强基础、建平台、延链条，打

造‘一区一业一样板’，引领带动上

下游相关企业参与数字化转型。”

霍邱县工信局局长时召元告诉记

者。以六钢集团为例，从建设之初

就引入数字化、信息化理念。以这

家龙头企业为样板，霍邱县推动上

下游企业进行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5G改造升级，加快整个铁基材

料产业集群数字化提升，着力建设

智慧矿山、绿色矿山。

“这一战略效果良好，目前霍

邱县铁基材料企业已完成数字化

转型14家，实施数字化转型技术

改造项目36个，完成投资14.9亿

元。”时召元说。

企业有了智慧的大脑，服务企

业的园区自然也要走在前列。按

照“一平台、一大脑、N服务”总体

架构，霍邱经济开发区建设了数字

化管理系统，服务园区134家企

业。通过这一系统，开发区主导产

业规上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达到

230.5万元/人，同比提高8.4%；规

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达到0.58

吨标煤/万元，同比下降1.3%。

传统工业企业在“智改数转”

的推进中，难免会对转型方向产生

迷茫，不知道何处下手。针对这一

普遍存在的“不会转、转不起、不敢

转”的问题，霍邱县多方组织企业

开展线上线下培训，参训企业500

余家次，有效提高了企业数字化转

型积极性。

安徽冠淮食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有着20多年历史的传统粮食加

工企业，主要从事面粉加工。

如今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漫

天面粉的场景早已成为过去，通过

数字化改造，从原料的入库、储存、

取用到最后各类面条包装完毕，全

程实现无人化操作。

“无人化操作，降低了我们的

人工成本。生产全程没有人工接

触，也提高了食品安全系数。”冠淮

食品负责人王后俊说。

早在2020年前后，王后俊就

有了给面条厂进行数字化转型的

打算。然而，他对智能化、信息化

毫无头绪。随后，霍邱县组织对

35家各领域重点企业实施免费的

数字化诊断，王后俊拿到了厚厚一

沓转型方案，冠淮食品坚定地走上

了转型之路。

“通过数字化诊断，我们找准

关键‘病灶’，量身定制数字化转型

‘药方’，为企业解决了问题。以诊

断报告为基础，全县实施了61个

数字化转型技术改造项目，取得良

好的效果。”时召元说。

（安徽日报记者 袁野）

霍邱县持续推进传统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智改数转”释放企业发展新动能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高效办成

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

机制。

企业群众办事小变化，折射的是政府运行

大变革。安徽各部门围绕高频事项，通过优化

服务流程、集成服务事项、强化数字化赋能等方

式，让企业群众减材料、少跑腿、网上办，在这

“一加一减”中，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

效，让政务服务更好办、更易办。

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加一减一加一减””
推动营商环境更优化推动营商环境更优化

今年4月初，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联合安

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等11家省级部门印发《安徽

省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实施方案》，4月

22日，省内首个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安

徽银瑞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瑞林公

司”）企业破产信息核查在合肥市成功办结。

“如今企业破产办事效率大幅提升了。”北

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浩是银瑞林公

司企业破产管理人，他坦言，此前核查企业破产

信息，要带着不同材料去不动产登记中心，社保

医保中心、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多个部门，全部流

程跑完至少需要1至2个月。

据了解，安徽省聚焦便利管理人履职、保障

企业合法权益，建设全省统一的企业破产信息

核查“一件事”应用，在申报和受理环节之间，创

新设置法院授权审核环节，将联办事项由9个增

加至25个，联办部门由8个增加至11个；通过

数据共享，申请表由25份减少至1份，线上办理

仅需提交2项申请材料，累积办理时限由原来的

39天减少至6天以内。通过电脑端、移动端、窗

口端等多渠道对外提供服务，有效解决了企业

办事中曾经遇到的多头跑、办理时限长、办事成

本高等问题，实现企业信息核查事项一次申报、

一网办理，显著提升了破产企业退出市场的效

率。

“现在只要打开政务服务网，根据格式模

板，提交一份材料，几天就能收到核查结果，非

常方便。”陈浩说道。

新生儿出生新生儿出生““一加一减一加一减””
让宝爸宝妈更省心让宝爸宝妈更省心

“原以为新生儿材料需要等出院后再去办，

没想到还没出院，孩子户口就已经上好了，真的

很方便！”

今年7月，安徽省安庆市市民李娜一家迎来

了一名“新成员”。在准备新生儿出生材料时，

李娜欣喜地发现，从前需要去不同部门办理的

《出生医学证明》签发、《预防接种证》发放、出生

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登记及缴费、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科学育儿

指导服务登记等7个事项，已经被归纳进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服务中。

今年6月，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联

合印发《安徽省高效办成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实施方案》，整合7项政务服务或便民服务事项，

相关事项办理只需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即可高

效办结。

“孩子出生当天就有工作人员进行填报指

导，不到20分钟就填完所有信息，果然像护士说

的一样，快捷方便。”据李娜回忆，在完成信息填

报第二天，就收到当地派出所信息，告知新生儿

户口登记已完成。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通过信息集成共享的

方式，为宝爸宝妈们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

跑动，实施服务事项一体化办理，并与长三角地

区无缝对接。安徽省与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推出的长三角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在线下可

办理基础上，实现了“网上办、全程办、无需往返

异地”，由跑多次减少至“最多跑一次”甚至“零

跑动”。

数字赋能政务服务数字赋能政务服务
让企业群众办事更高效让企业群众办事更高效

看病就医“扫一扫”、企业办事“扫一扫”、景

区旅游“扫一扫”……“安徽码”已成为当地企业

群众出行办事的“通行证”。

“安徽码”集成各类服务数据和电子证照

等，实现在交通出行、住宿登记、医疗就诊、教育

入学等相关领域“一码通”。用户只需要“亮一

次码”或者“扫一扫”，即可快速办理相关事项。

“哟，我的身份证和公司公章都忘了带，要

回去拿一下了！”淮南市溪成建材经营部法人谢

照前段时间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发票票种核

定时遇到了问题。

就在谢照准备离开政务服务中心时，身边

的工作人员喊住了他，主动引导谢照使用线上

渠道进行办理，通过在线填表并调用电子证照，

实现“零材料”搞定办理。

“太方便了，什么材料都不需

要就能办事，为政府服务点赞。”

谢照说。

数据显示，“安徽码”自上线

以来，已有200万人注册申领，累

计亮码1900万次。全省251家

重点医院实现“一码就医”，3.8万

家酒店宾馆实现“一码认证”，300

多个景区实现“一码预约”，2.4万

家药店实现购药“一码登记”，全

省16个地市支持凭码乘公交，30

余家银行网点支持“安徽码”发放

贷款。

（夏迪张文婷 何淼 胡雨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