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1月16日电）

◆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
民安宁的重大责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
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中央宣传部、国铁集团联合发布
2021年“最美铁路人”先进事迹。

◆春运将启，各部门多措并举确保平
安出行。

◆中宣部要求各新闻单位认真组织开
展2022年“新春走基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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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表演进车厢文艺表演进车厢

1月15日，安庆市岳西县
城关，市民在选购节日饰品。

春节临近，岳西县的年
货市场上，各类烫金的“福”
字、红灯笼、中国结、春联等
节日饰品热销，年味已浓，群
众在购买年货，准备红红火
火过大年。 吴均奇/摄

春节临近
年味渐浓

本报讯 1月10日，安徽工会推荐劳模企业产品展示

活动在北京正式启动。中国职工服务集团党委书记陈韬，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曾传发等出席启动仪式。

曾传发表示，中国职工服务集团利用工会组织优势

向全国工会推介安徽劳模企业产品的做法，是助力安徽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他要求，我省上线的企业要突出

区域特色，体现公益性、服务性，为全国工会会员和职工

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

陈韬表示，下一步将组织全总机关、中直机关及在京

央企工会参加展示活动，同时加强对上线企业的电商知

识培训，上线安徽省生活服务类企业产品，进一步丰富平

台商品种类，并计划在北京冬奥会后举办劳模线上大型

直播活动。

据了解，继2021年12月16日安徽各级工会推荐的71
家劳模企业的1000多种产品在中国职工服务集团上线后，

安徽工会又精选了34家劳模企业的1430余件产品，在职

工服务集团展示中心举办为期两个月的展示宣传。目

前，安徽是全国唯一在中国职工服务集团线上开辟专区、

线下举办展示活动的试点省份。（吴东方 本报记者 何昊）

本报讯 2021年前 11个月，阜阳市

邮政行业业务收入 23.91亿元，居全省第

二。其中，快递业务量 1.71 亿件，增速

49.93%，高出全省平均 4.86个百分点，快

递投递量达 3.16亿件，居全省第二，仅次

于省会合肥。

《阜阳市“十四五”邮政快递业发展

规划》提出，到 2025年，基本建成中部快

递集聚发展先行区，对皖北的带动作用

实现升级。争创“中国快递示范城市”，

邮政快递业在阜阳产业参与国内分工合

作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更好支

撑阜阳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规划》列出六项重大工程，助推邮

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谋划“1+5+N”

园区布局。“1”为推动皖北快递产业园换

档升级，加快推进二期建设，引导邮政快

递企业在阜阳设立区域总部一、二级分

拨中心等。“5”为加快完善建设 5县（市）

的邮政快递产业园。“N”为邮政快递有效

支撑上下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仓配一体

化园区和项目建设。依托阜阳货运枢纽

建设，同步建设阜阳快递分拣集散中心

等；“快递进村”工程。加快实施“快递进

村”三年行动计划，力争三年实现快递村

级服务全覆盖；“快递进厂”工程。将“快

递进厂”作为邮政快递业更高水平产业协

同的突破口，引导快递企业快速提升供应

链能力等；人才素质提升工程。推动政

府、企业、院校三方建立合作机制，建立

阜阳市邮政快递行业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寄递安全监管工程。建设阜阳市邮政

行业安全监管及数据分析平台，打造阜阳邮政快递业大数

据中心；绿色包装治理工程。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

减量化和可循环，推广落实快递业绿色包装标准应用。

《规划》提出六项主要任务。在做强区域枢纽功能方

面明确，推进与合肥、郑州、武汉等国家级枢纽的衔接，提

升作为省内枢纽的辐射能力；提升与机场、铁路、港口等

重要通道的联接水平；吸引邮政快递企业总部来阜投资

建设区域分拨中心。同时，发展航空快递、高铁快递，引

导邮政快递企业在阜建设货运基地。在机场、高铁站等

规划建设时预留邮件快件处理场地，加强快件绿色通道

建设，实现装卸、接驳无缝衔接。

一系列动作正在稳步推进：去年 8月 16日和 8月 26
日，该市分别开通了至杭州、上海的高铁运邮线路，在全

省率先开通高铁邮路，实现了阜阳到浙江省各地市及上

海的次日递。 （任秉文 本报记者 李群）

本报讯 1月 16日上午 9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二届安徽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安徽大剧院开幕。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栅洁，

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等到会祝贺；省政协主

席张昌尔作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省政协副主席

夏涛作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协副主席邓向阳

主持开幕会。

开幕会上，政协委员们听取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

工作情况的报告；5位委员分别作大会发言。

本次大会会期 4天，主要议程有：听取和审议省政协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关于十

二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安徽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省政府工作报

告及其他有关报告；选举；审议通过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

议决议；审议通过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关于十二届五次会议

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其他。

据悉，本次会议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召开

的，与 2021 年以前的全会相比，本次会议不安排目前仍

在境外的香港地区委员来肥参加会议；不邀请县（市、

区）政协主席和驻肥部分高等院校党委统战部部长列席

会议；不安排省政协领导会前看望委员、会见新委员活

动；也不安排省政府办公厅和省法院、省检察院工作人

员到分组讨论会场听取委员发言，委员讨论的意见建议

将分别以综合报告和简报形式报送省政府和省法院、省

检察院。

从今年开始，大会不再印发纸质简报，简报将通过

“皖美政协”App 进行推送。同时将引导委员通过“皖美

政协”App，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参与“省两会金点子”征

集活动和委员微建议工作。 （本报记者 何雪菲）

本报讯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

会议开幕在即，1月 14日上午，记

者从省“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

代表提出的 1258 件建议，已全部

办理并答复。

据了解，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

议期间，代表提出了 132件立法议

案，截至目前，经并案处理后的 60
件立法议案中，20件已由省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其余 40件中，

11件已经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6
件拟列入 2022年立法计划审议项

目，2件拟列入 2022年立法计划预

备审议项目，13件拟列入 2022年
立法计划调研论证项目，6件属于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项

目，2件待上位法出台后，启动我省

相关立法工作。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

代表提出的 1258 件建议，交由省

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研究办理 29
件，省人民政府研究办理 1150
件，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办理 9
件，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办理 2
件。1258件代表建议已全部办理

并答复代表。其中，问题已经解

决 或 正 在 落 实 的 1191 件 ，占

94.7%；所提建议受政策、法规以

及财力等条件限制，目前不能解决，向代表做出解释说明

的 56件，占 4.5%；留作参考的 11件，占 0.9%。根据收到的

反馈情况看，代表对建议办理过程的满意率为 99.5%，对

办理结果的满意率为 99.0%。 （本报记者 何雪菲）

1月16日，合肥客运段工作人员在G7162次列车上为旅客表演节目。
临近春运，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客运段乘务员志愿者登上六安至上海虹桥的

G7162次列车，为旅客表演文艺节目，让旅途充满温情。 黄博涵/摄

本报讯 1月14日下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6920.2亿元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26.9%，总体增速快于全

国5.5个百分点，总值排名全国第13位。其中，出口4094.8
亿元，增长29.5%；进口2825.4亿元，增长23.4%。

据介绍，2021年以来，合肥海关坚持以改革促创新、以

创新促发展，高标准助力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全面推进

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中欧班列等开放载体提升发展能

级，下好创新“先手棋”，打好服务“组合拳”，推进安徽构建

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方面，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全力保障国家实验室等重点项目核心元器件、材料和设备

进口；首创长三角特殊货物检查作业一体化改革，解决京

东方等企业进口精密设备、原材料不宜在口岸开拆的问

题；每票货物平均节省通关时间 5天、节约仓储费用 4万
元。截至目前，试点货物由备案时 12项增加到 437项，有

力支持了安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

在壮大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新空间”方面，积极落

实安徽自贸试验区推进行动计划，牵头 16项均已启动，8
项落地见效。安庆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验收。简化长三

角区域内综合保税区之间货物流转手续。积极引导安徽

省各综合保税区企业参加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

支持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在综合保税区全面实施。

在合肥经开综保区推行进出卡口“无感通关”，平均通过卡

口用时压缩 90%。全年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 1115亿
元，同比增长25%。

针对在上海洋山港进出境货物“陆水中转”物流成本

较高的问题，联合省港航集团、上海海关于2021年3月，启

动洋山—芜湖“江海一港通”海关监管作业模式，出口货物

运抵芜湖港后视同运抵洋山港，实施“一次申报、一次查

验、一次放行”，实现沪皖港口一体化监管，企业国内运输

成本可降低30%。

在进出口通关时间上，全面推广船边直提、抵港直装，

免去港区堆存和两次吊装等环节，实现“零延迟、零等

待”。相比传统模式，船边直提平均每批节省整体通关时

间 8-11小时；抵港直装节约 5-7小时以上。进一步深化

通关改革，关区进口“两步申报”应用率为 57.43%，提升

32.66%；出口“提前申报”应用率为90.36%，提升27.8%。我

省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 48.48小时、1.78小时，较

2017年压缩76.92%、79.47%。 （本报记者 何昊）

本报讯 1月 14日下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

“三调”）成果公布，全省 1.05万名调查人员历时 3年，汇集

1163万个调查图斑，全面查清我省国土利用现状等情况，

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国土调查数据库。

据介绍，在国家质量核查中，我省“三调”初始成果准

确率 99.52%，位列全国第五，统一时点更新成果一次性通

过国家验收。据调查，安徽耕地面积为 554.69万公顷，种

植园用地 37.27万公顷，林地 409.15万公顷，草地 4.79万
公顷，湿地 4.77 万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75.57 万公

顷，交通运输用地 30.55 万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72.85万公顷。

另外，“三调”查明全省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量的 4.3%，

位列全国第 8。丰富的耕地资源有利地保障了粮食生产，

2020年，我省粮食产量803.8亿斤，居全国第4位。“十三五”

以来，全省积极拓宽补充耕地渠道，累计完成入库补充耕

地项目19087个，新增耕地91.8万亩，补充耕地质量均高于

或相当于所占用耕地质量，所补充耕地粮食产能高于或相

当于建设占用耕地粮食产能。同时，大力实施土地综合整

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全省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关于生态用地，“三调”结果显示，10年间，全省采矿用

地净减少32万亩，林草湿及河流湖泊等生态功能较强的地

类净增加 274万亩，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

显成效；目前全省已完成 24.7万亩废弃矿山治理，完成

27.1万亩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任务，81家矿山纳入全国绿

色矿山名录。

在建设用地方面，自 2007年至 2009年完成的第二次

全国土地调查以来，全省建设用地增加 361万亩。2019
年，全省建设用地总量2998万亩，符合国家下达的2020年
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3084万亩），增幅13.6%，低于全国

26.5%的平均增幅。十三五期间，全省单位GDP使用面积

下降 35%，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不低于 22%下降目标。同

时，我省也还存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不高、村庄用地

规模大比重高等问题。全省村庄用地规模达1886万亩，占

建设用地总量的62.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记者 何昊）

我省公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

耕地面积位列全国第八

下好创新“先手棋”打好服务“组合拳”

我省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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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

安徽工会推荐劳模企业产品
展示活动在京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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