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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鸿）近日，淮河早报、淮南网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我市通过
立规则、破壁垒、促改革、畅流通、强监管、添活力
等多项举措，加快融入和服务统一市场步伐，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破除制度障碍方面，我市不断优化产权保
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信用监管基础制度。
2024年，全市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工作要点和专
利行政保护专项行动方案相继出台，同时设立了

“知识产权一件事”服务中心，并开展了国家级专
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截至目
前，已办结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件163件、专利行
政裁决案件2件。此外，我市还执行统一的市场
准入制度，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并强化审
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
垒。

在市场设施联通方面，我市编制了现代物流
体系规划，并积极推进淮南国际物流港蔡家岗铁
路专用线等项目建设，争创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同时，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省级示范工程项
目主体已建成，中志轨道物流园铁路专用线也正
式运行。在推动大宗货物和集装箱运输“公转
水”“公转铁”方面，我市取得了显著成效，港口吞
吐量同比增长28.51%。此外，还简化了充换电基
础设施项目备案、建设审批和验收程序，并推动
市级公共资源进场交易目录的修订。

在区域协调合作方面，我市深化与上海闵行
区的对接合作，实体化运营了闵淮科创产业园合
资公司，并签约了多个沪苏浙项目。同时，深入
落实合肥都市圈合作机制，促进合淮同城化高质
量发展，扎实推进合淮合作区建设。

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我市深入推进土
地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规范了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行为。同时，加快构建
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推进职务科技
成果赋权改革。此外，还完善了失业保险关系
跨省转移办理流程，实现了异地职称互认全程
网办，并制定了数据资源共享、交换和目录编码
标准规范。

在市场协同监管方面，我市开展了“一业一
查”部门联合抽查，实现了差异化监管和联合抽
查的高效运行。同时，加大了商业秘密保护工作
力度，并规范了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实施流程。在
加强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监管方面，我市也取得
了积极成效，有效遏制了违规行为。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我市严格执行国家不
当市场干预行为防范事项清单，并常态化组织问
题线索排查清理。同时，完善了消费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畅通了12315诉求渠道，并编制了政务服
务事项清单。此外，还建成了我市企业电子档案

“容E查”系统，为市场主体提供了便捷的企业档
案查询服务。

促进市场联通 激发市场活力
我市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本报讯（记者 李严）11月20日，淮河早报、淮
南网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财政
部门坚持以绿色发展为主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态的需要，全力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财政
支撑。

据介绍，2024 年，全市各级财政共投入资金
约15亿元，坚持强弱项、补短板，重点推进大气污
染、水污染、固体废物、农村污染治理及其他污染
防治，开展采煤沉陷区治理、山水林田湖草增绿增
效等环境修复。

据介绍，大气污染防治投入1.14亿元，主要用
于开展大气环境监测监管、秋冬季大气攻坚、工业
污染治理等。通过推动污染源头治理，实现降碳
与污染物减排，全市31台燃煤发电机组27台已达
到超净排放。

水污染防治投入 5.23 亿元，主要用于淮河
流域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污水处理等。
全市 8 个国家考核断面和 11 个省控断面水质
全部达标，水体优良比例 100%。地表水生态
补偿历史性获益，首次实现了由赔付到获补的
转变。全市地表水 24 个监测断面（点位）中优
良水质比例为 95.8%，比上年提升了 16.6 个百
分点。

土壤污染防治投入7036 万元。持续推进固
体废物污染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完成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管理，实现所有县区全覆盖。关停我市东
部生活垃圾填埋场，市域原生生活垃圾全部实行
无害化焚烧处理。开展煤系固废专项治理，完成
整改61处。

支持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共投入3.28亿元，主
要用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农村环境整治、美丽乡
村、农村环境“三大革命”。投入4000万元用于支
持40个省级美丽乡村中心和市级美丽乡村自然
村建设。投入人居环境整治资金1600万元，支持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全年计划完成改厕 1.58 万
户。已完成35个农村污水治理总任务，26个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总任务，68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总
任务。

支持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共投入2.7亿元，主
要用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林业增绿增
效、林长制改革、采煤沉陷区治理、环境保护管理
实务和能力建设等。完成成片造林 9924.5 亩，
3000亩公益林省级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示范项
目建设，持续开展针对美国白蛾、松材线虫、加拿
大一枝黄花等外来入侵物种防治。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我市已有超过19个
项目入选中央生态环境项目库，项目总投资9.57
亿元，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4.06 亿元。2023 年以
来，完成沉陷区生态修复治理面积6.8万亩，开展
39个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修复面积约479公
顷。

提供有力财政支撑——

坚持绿色发展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
开展“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
整治行动是今年市场监管系
统的重点工作之一。依上级
部署，自今年4月开始，市市
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开展了“特供酒”清源打链专
项行动，严厉打击假借“特
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
和军队名义制售伪劣酒类商
品违法违规行为，取得明显
成效。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
市场监管局利用各级媒体及
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宣传平
台，广泛发布消费提示，扎实
开展宣传进社区、进超市等
活动。通过各类宣传渠道，
让群众认清“特供酒”本质，
警惕“特供酒”陷阱，积极举
报不法行为。共发送消费提
示1300份，开展重点宣传活
动 33 次。市场监管部门相
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早已取
缔“特供”“专供”标识产品，
目前市面上的“特供酒”“专
供酒”“内供酒”等都属于违
法商品，也就是说，“特供酒”
都是假酒。

市市场监管局坚持线上
监测与线下排查同步进行，
在全面开展对网络交易及互
联网广告信息监测排查的同
时，执法人员在线下以酒类
销售者、高档酒楼酒店、特色
餐厅、主营商务宴请的餐饮
服务提供者为重点，严查是
否采购、销售“特供酒”。截
至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出
动执法人员3860人次，检查
生产和经营主体2279家次。

在排查到“特供酒”经营
线索后，立即向上延伸，侧重
清源打链。目前“特供酒”专
项行动已立案 5 起，并将线
索移送生产厂家辖区市场监
管部门。此外，加强白酒生
产企业专项整治，重点检查
是否按标准组织生产、产品
出厂检验是否合格等9个方
面存在的问题，共检查白酒
生产企业和作坊143家次。

据了解，“特供酒”清源
打链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到
2025 年 2 月。对于查处的

“特供酒”案件，市市场监管
局将开展全链条溯源排查，
依法严惩相关生产者、经营
者、包材印刷者、广告发布
者、广告经营者和网络交易
平台等主体违法违规行为，
全面规范酒类市场生产经营
秩序。

严打
“特供酒”

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