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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1月1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主
旨演讲。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由中国青年
出版社出版发行。

◆国务院批复同意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展
“一业一证”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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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9日下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中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平台）从2019年6月正式上线以来，已全面完成

综合服务窗口、企业征信服务中心、企业金融支持中心即

“一窗口两中心”建设工作，已入驻44家金融、类金融机构，

上线96款金融产品，完成21家数据源单位接入工作，注册

企业用户 49354 户，提供融资服务 42435 项，融资资金

1149.2亿元。

记者了解到，平台意在针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找得着，

用得起”的普惠金融服务，为企业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的

难题。平台的上线能够推动企业获得便利化金融服务，降

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在缓解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了解，平台联合省级持牌征信机构创新建设企业

征信服务中心，归集 20余家省级数据源单位的企业信用

数据，覆盖全省 700余万户市场主体。运用大数据、机器

学习等先进技术研发企业信用报告、社会关联图谱等数

十款企业征信产品，覆盖企业信贷前、中、后全流程业务

需求，提高中小微企业信贷可获得性。中小微企业注册

成为平台用户后，除了金融机构正常的信贷风险审批，

不需要通过任何行政审批环节，直接在线开展金融服

务。

此外，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面向在安徽登记注册的所

有企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均可注册使用平台。平台收到企

业发布的融资需求，将自动推送相应融资产品、扶持政策，

有效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融资渠道不畅通、金融服务不

充分等难题，切实提高企业融资的可得性。疫情期间，平

台紧急开设金融“战疫”专区，开通融资绿色通道、抗疫政

策专栏、企业信用守护三大服务板块，配合金融机构成功

为1700多户企业提供展期和续贷服务、累计为362家企业

提供贷款近49亿元，为地方中小微企业资金需求提供有力

保障。

在金融机构方面，平台一方面帮助金融机构更高效地

筛选中小微企业客群，另一方面也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完备

的企业公共征信服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银行风

险控制成本。

据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戴利强介绍，省中小微企

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下一步将努力实现“一张网”覆盖全

省中小微企业、“一键式”实现融资供需对接、“一次性”查

询企业征信信息、“全方位”享受融资扶持政策，力争建成

全国一流的省级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昊）

省中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已融资近1200亿元

本报讯 11月 19日上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

施意见》日前正式印发实施，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救助制度，

扩大社会救助范围，着力构建社会救助新格局。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及省直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一系

列政策措施，基本建立“8+1+N”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救助

机制，拓展保障范围，推进城乡统筹，加快“放管服”改革，

加大临时救助力度，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得到有效保

障。据了解，全省低保对象共有217.1万人，其中农村低保

对象182.4万人。目前，农村低保平均标准提高到7670元/
年，16个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部高于国家扶贫标

准，实现“两线合一”。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实施意见》将围绕健全

社会救助体系，夯实基本生活救助，完善专项社会救助，加

强急难社会救助，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加快社会救助领域

“放管服”改革六个方面重点施行。计划到2022年，全省基

本建成分层分类、城乡统筹、制度完备、高效顺畅的社会救

助新格局。到 2035年，实现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民生兜底保障安全

网密实牢靠，总体适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

标。

《实施意见》明确，在原有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基础

上，将低收入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

脱贫的人员，纳入到基本生活保障范围。将特困救助供养

覆盖的未成年人年龄从16周岁延长至18周岁。

在政府职能方面，《实施意见》积极推行政府购买社会

救助服务，要求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所需经费从已有社

会救助工作经费或社会救助专项经费中列支，原则上不超

过本地统筹安排的社会救助资金总额的 1%；将社会救助

政策落实情况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中；取消可以通过政务服务平

台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将低保、特困供养办理时限压缩

到20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便民利民。

此外，省民政厅正与电信部门对接，在全省开通

“12349”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畅通急难社会救助申请和急

难情况及时报告、主动发现渠道，完善主动发现机制。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昊）

我省特困救助供养覆盖年龄延长至18周岁

本报讯 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资金

周转困难，阜阳市大力推广无还本续贷业务，截至 10
月末，全市共有 20 家银行机构开展相关业务，续贷余

额 84.12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56.5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1.92%。本年累计投放 78.13 亿元，累放额比去年多

增 55.93亿元。

无还本续贷是指对流动资金周转贷款到期后仍有

融资需求、又临时存在资金困难的小微企业，经其主动

申请，银行业机构可以提前按新发放贷款的要求开展

贷款调查和评审，符合相关条件的，在原流动资金周转

贷款到期前，与小微企业签订新的借款合同。需要抵

押、担保的签订新的抵押担保合同，落实借款条件，通

过新发放贷款结清已有贷款等形式，允许小微企业继

续使用贷款资金。

为有效降低企业贷款周转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该

市出台《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落实无还本续

贷业务政策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对符合续贷条件的

应续尽续、应贷尽贷，同时明确，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向该

市民营和小微企业发放无还本续贷贷款，按照单笔贷款

金额的 1％给予奖励，单笔贷款奖励最高不超过 10 万

元。 （本报记者 李群）

11月19日上午，安庆市大观区碟子塘社区开设“健康生活科学防疫”小课堂，向居民宣传冬季易
发病预防，并为居民提供义诊服务，同时倡导市民家庭用餐、酒店聚餐使用公勺公筷，养成文明健康
的生活习惯，加强冬季疫情防控，提高自我健康保护意识。 黄有安 项顺平/摄

健康课堂讲防疫健康课堂讲防疫

阜阳84亿元无还本续贷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11月 16日至 18日举办的 2020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上，“魔力上海”“水韵江苏”“诗画浙江”“美好安徽”集中亮

相。随着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以及文化旅游深度

融合，更多居民乐享区域一体化发展红利。

上海观众沈颖坦言，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碎

片化的周末时间成了最具性价比的出游时机。在浙江

临安民宿享受“世外桃源”的静谧，在江苏扬州瘦西湖畔

品尝地道淮扬菜，在安徽黄山登高锻炼，这些让人放松

的活动，都可以通过自驾游、高铁游在 2天或 2.5天内实

现。

她说，今年交易会上“南京72小时这样玩”等主题文旅

资源推介，就特别吸引“周末周边游”群体。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分析，长三角省市依托各地

的资源禀赋与市场资源，共同打造区域旅游品牌和旅游线

路，促进区域旅游消费交流互动，已逐步树立长三角旅游

目的地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激活区域

内文旅及相关消费的活力与潜力。

交易会上发布的《2020长三角城市休闲化指数报告》

《2020长三角文化竞争力报告》等称，长三角地区地缘相

近、人缘相亲、文脉相通，为区域文旅合作奠定基础。长

三角城市不论规模大小，居民文化相关综合性消费能力

均较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高涨。同时，数字娱

乐、夜间旅游、康养休闲、周边乡村度假等休闲消费市场

加速升温。

这也是沪苏浙皖在今年成立“长三角旅游推广联盟”

后，首次“组团”推介长三角文旅资源。除了向中外游客、

旅游业者展现长三角区域名城、名镇、名湖、名山、名村、名

园、名馆魅力，三省一市主推 66条“高铁+”快捷旅游产品

线路，涉及区域内95个热门文化旅游景点和119家酒店及

精品民宿。

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让区域文旅供给和各省

市客源进一步高效对接，持续推动着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发

展。例如，2018年杭黄高铁开通运营，杭黄国际黄金旅游

线建设加快。目前，黄山市超过七成游客来自长三角区

域。

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根据手机信令数据分析

发现，长三角区域内，人们跨城市出行规模不断提升，上海

与苏州、无锡与苏州、杭州与嘉兴等城市间的交通出行联

系不断加强。

“随着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好邻居’正成为

‘一家人’。”上海市文化旅游局局长于秀芬介绍，长三角部

分城市已率先探索实现旅游观光的“同城待遇”。今年9月
举办的上海旅游节期间，长三角十余座城市联合推出惠民

文旅产品“长三角旅游PASS年卡”，短短两周时间内就已

惠及逾2万人次。

在长三角地区文旅部门逐步将一些创新的交流

项目深化成为常态化合作机制同时，文旅企业也进一

步深耕这个充满潜力的市场。华侨城相关负责人对

记者介绍，自 2016 年以来，华侨城以上海为核心深耕

长三角区域，已在十余座城市开发 31 个文化和旅游综

合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楼嘉军展望，在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

地区居民的文化旅游消费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长三

角文旅一体化将为居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陈爱平 余俊杰）

从“好邻居”到“一家人”
——长三角文旅一体化惠及更多居民

本报讯 11月 17—19日，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胡

东辉率宣教部和财务资产部等相关人员赴陕西省考察工人文

化宫建设改革及管理运营工作情况。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常务副主席张仲茜、一级巡视员丁

立虎会见了胡东辉一行。

17日上午，考察组一行与陕西省总有关领导及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进行座谈交流，深入了解近年来陕西加强全省地方

工人文化宫建设改革、创新管理运营、充分发挥工人文化宫作

用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胡东辉指出，陕西省工人文化宫建设

改革工作启动早、标准高、措施实，高位推进、成效显著，走在

了全国前列，安徽将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的经验做法，加快推进

“十四五”期间我省工人文化宫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服务

职工水平。

18日，考察组一行赴铜川市工人文化宫实地调研考察，学

习铜川市及王益区工人文化宫新建和改造经验、管理模式以

及活动开展情况。 （宣教部）

临近年底，为了让广大农民工
拿到工资安心过年，11月6日起，
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在全国铺
开。中新经纬客户端梳理发现，近
期，包括湖南、吉林、江苏、河北、
山东等10省份开展根治欠薪冬季
专项行动，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
益。

10多省份出手根治欠薪，其实
是在贯彻落实国务院根治拖欠农
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
前印发的《关于开展根治欠薪冬季
专项行动的通知》，该通知决定从
2020年11月6日至2021年春节前，
在全国组织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
项行动。对查实的欠薪违法行为，
各地区要做到“两清零”，这意味着
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打击力
度不断加大。

各地根治欠薪行为的措施各
不相同，都是结合实际出台的办
法，但目的就是要“两清零”。而
且，对欠薪问题突出地区，国务院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表示，将组织力量适时开
展实地督办、明察暗访和抽查审
计，对监管责任不落实、组织工作
不到位的单位和责任人，将依法依
规严肃问责。

从以往经验看，尽管根治欠薪的力度一次比一次
大，但还是有个别企业利欲熏心，漠视法律，铤而走
险，这使农民工“讨薪难”年复一年。各地的各种专项
整治行动每年都在进行，但不少“讨薪令”并没有落实
到位，法律的威慑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彰显。可见，还
需要把“讨薪令”进一步落实到位。

对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当积极有为，为农民工工
资按时发放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其实，最高法已经
为恶意欠薪犯罪设置了相对比较低的入罪门槛，拒不
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数额在五千
元到两万元以上的，或者是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数额累计在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经政
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就要构成犯罪，应
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又逢年终岁尾，专项整治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又提
上了日程。农民工到城里打工，本来就很辛苦，如果工
资还被拖欠，非但无法保证自己的生活，连一家老小都
受影响，养家糊口的血汗钱被拖欠，于情于法都说不过

去，对此，必须对拖欠甚至
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
为“零容忍”。如果把“零容
忍”欠薪行为贯彻到底，农
民工朋友必将尽欢颜，社会
也必将更加和谐稳定。

省总领导赴陕西学习考察
工人文化宫建设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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