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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大观区多管齐下助推营商环
境再优化。聚焦企业减负。推出税融通等 20
多个金融产品，着力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
题，落实政银担贷款3.63亿元、减税降费 1.36
亿元，为 15 家企业提供担保资金 9020 万元，
为6家企业提供周转资金4850万元。推进园
区升级。成立空间拓展专班，完成智能制造
产业园一期 400 亩土地平整，长三角绿色农
业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获批，皖河新区纳
入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范围。深化机制改
革。集成办理 31 个部门 4805 项服务事项，办
结时限平均压缩至 1.35 个工作日，递交材料
减少至 2 项以内。成立投融资推进专班，制
定政府投资项目年度融资计划，累计授信
4.95亿元。 （大观）

大观区多管齐下

助推营商环境再优化

近年来，怀宁县抢抓长三角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
中部崛起等多重战略叠加覆盖的
政策机遇，发挥“左右逢源”优势，
扶持中小企业走好专精特新之
路；同时，持续、精准开展“四送一
服”工作，创造性推出“企业服务
日”活动，创优营商环境，推动经
济发展提质增效。

“四送一服”
厚植创新沃土

位于怀宁经济开发区的安徽
银球轴承有限公司，是怀宁县引
进的一家“怀宁人企业”，主打空
调静音轴承研发生产。今年7月，
公司被国家工信部评定为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忆及跻身历程，
公司总经理刘忠阳认为，除自身
因素外，更得益于县委、县政府持
续性、个性化的“四送一服”。

“四送一服”，即送发展理念、
送支持政策、送创新项目、送生产
要素、服务实体经济。以银球轴承
公司来说，在该县持续、精准的“四
送一服”下，公司集中精力、加大投
入，在高精度和超静音上下功夫，
每年拿出总收入的4%用于科研攻
关和新产品开发，几年来累计投入
超6000万元，进行智能化车间改
造和先进生产设备自动化改造，生
产的608静音轴承单品，长期供应
给格力、美的等知名企业。目前，公
司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40%
左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截至今年9月底，怀宁县已培
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8家、市级
专精特新企业49家，全县形成“乔
木”参天、“灌木”茁壮、“苗圃”葱郁
的民营企业成长“热带雨林”现象。
另外，今年以来，全县新增规上工
业企业30家，总数达到276家。

种子好、土壤好、气候好，企
业才能发展好。近年来，怀宁县注
重科技赋能，引导企业在做专做
精做特做新上发力，按照“重培
育、强服务、助发展、促升级”的工
作理念，瞄准科技含量高、增长空

间广、市场潜力大的企业和产品，
建立高新产业产品项目库，通过
抓政策引导，落实《怀宁县促进创
新创业若干政策》，按时兑现科技
创新补助资金，引导企业围绕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实施大规模
技术改造。按照“一企一员”要求，
该县安排党员干部联系包保，常
态化开展“四送一服”工作，聚焦
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人力资源
素质提升，大力实施产业集群建
设、创新能力提升、品牌质量培
育、绿色智慧升级四大工程。

2017年 4月落户怀宁经开区
的安徽鸿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主产覆铜板、绝缘板、
半固化片的高科技企业，企业筹
建之初资金一度出现困难，县政
府召开专题调度会，成功协调贷
款3000万元，使企业得以及时购
置设备，解了燃眉之急。

去年12月，鸿海新材料公司新
上二期项目，一时无地可用，怀宁经
开区包保联系人从周边企业成功协

调土地13.95亩，为企业节省成本
3000万元。在一波又一波的精准、
及时支持下，该公司研发的覆铜板
产品成功获得品牌认证，畅销全世
界。目前，公司已申报专利43项、
软件著作权3项、商标2项，2020年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怀宁县首
家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团队企业。

像银球轴承、鸿海新材料一
样，创跃电器、永驰婴童、万邦特
材、拓普勒等科技型企业，在各自
行业大展身手。2019年至2021年9
月底，怀宁经开区兑付企业奖补
资金1.67亿元。目前，全县拥有高
新技术企业33家，累计新增市级
以上科技创新平台51家，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

“企业服务日”
助力企业发展

坐落于怀宁县马庙镇的安庆
市芊芊纸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生产和销售纸质食品容器和饮

料包装的企业，公司研发生产的
产品有可降解生物基材料纸杯、
可回收纸杯、定制压纹纸杯、表面
发泡防烫纸杯以及环保快餐便当
盒等 40 多个品种，日产纸杯 300
多万只，产品远销国内外高端市
场，然而受疫情影响，企业产品外
贸销售一度遇到瓶颈。在“四送一
服”工作组的帮助下，公司拓宽发
展思路和外贸销售渠道，生产经
营稳步发展。

定心、温心、悦心的发展环
境，看似是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概
念，实则与每个部门每个人息息
相关。怀宁县在推进“四送一服”
工作中不断更新内容，创新形式。

今年以来，怀宁县创造性推
出“企业服务日”实践活动，把每
月28日确定为“企业服务日”，各
个县直部门跟踪了解企业发展情
况，协调解决企业在生产运行、市
场销售、要素配置以及项目规划、
申报、建设和上市等方面的问题，
指导、督促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科

技创新投入力度、调整产品结构，
强化品牌建设，增强综合竞争力。

今年4月28日，全县首个“企
业服务日”，县委主要负责人在开
展“企业服务日”活动时获悉，凹
凸家具有限公司拟新上智能化家
具生产线但遭遇用地瓶颈，当即
召集相关部门会商，一周内为企
业协调解决了用地问题。

自设立“企业服务日”以来，怀
宁县已开展“企业服务日”活动6
次，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实地走
访企业31家，全县各级干部共走访
企业1286家次，召开要素对接会、
座谈会57次，共收集企业反映问题
183件，已办结138件。县“四送一
服”办对“企业服务日”和“周六大走
访”收集的问题进行跟踪督办。

在“企业服务日”实践活动
中，各单位各部门走出机关大院，
沉下身子对接企业所需，解决企
业所求。

怀宁经开区深化雇员挂钩联
系服务企业制度，组织50名雇员
包保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土地、用
工、资金、原材料采购等问题；

县数据资源局深入推进政务
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和“一网、一
门、一次、一窗”改革，织密数字

“服务网”，真正做到惠民利企，目
前已动态调整县乡村三级政务服
务事项清单22019条，其中可全程
网办的四级事项数22104条，全程
网办率达99.98%；

县人社局举办 30 多场招聘
会，发布岗位信息达10000条次，向
工业园区输送员工3200余人……

悉心的服务，直接推动了
各个领域企业的发展，形成了
规模效应。

以纸塑业为例，怀宁县纸塑
企业已经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纸
塑制品出口加工基地。目前，该县
纸塑企业共获得特色专利50项、
特色自主品牌数12项、特色产品
省级著名品牌和商标各2项，建立
了安徽省级工业设计中心1个、安
庆市市级工业设计中心2个。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吴良伦

开展“四送一服”创优营商环境

怀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我市聚焦绿色低碳改造，推动
工业高质量发展。调控工业节能。调控重点行
业企业节能指标，完善重点用能企业目标管
理，推行能效对标活动。皖江发电、华茂集团
单位产品能耗达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激发
技术活力。利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优化能效可视、可控的能源管控解
决方案。安庆石化、怀宁海螺等企业打造能源
管理中心，实现工艺、制造、服务等环节精细
管理，提升端到端的生产和管理效率。强化绿
色生产。严禁新增限制类和淘汰类工艺设备，严
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新增产能，推动企业生产
过程清洁化，实施绿色制造工程，研发推广低碳
工艺技术，每年新增5家绿色工厂及一批绿色
设计产品。推进资源利用。发挥吉宽、飞凯、微威
等基础条件好、技术装备先进企业的示范作用，
规范管理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培育行业
骨干企业，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规模
化、集约化、高值化发展。目前全市一般工业
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7.84%。 （经信）

我市聚焦绿色低碳改造

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怀宁县创新服务方式，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图为怀宁经开区新貌。 通讯员 包俊根 摄

本报讯 市税务局推进便民办税服务，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急事”提速办。开辟

“简事快办”窗口，将纳税人平均等候时长从
37分钟压缩至3分钟。取消出口退（免）税申
报事项2个，停报表证单书18个，优化报表18
张，简化流程3个，出口退税正常平均办理时
间 2.66 天，比去年提速 1.77 天。“难事”突击
办。成立“难办证”涉税问题后续管理领导小
组，创新“税务+法院”协作方式，完成26个安
置房小区办证6198套，解决22个房地产开发
项目 1013 套住房的涉税问题。“愁事”一体
办。针对不动产交易业务流程较复杂等群众
反映较强烈问题，推进不动产税收管理系统
上线，实现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办理不动
产交易业务“一窗受理、并行办理”。“盼事”
集约办。持续拓展“非接触式”办税，通过线
上办理，累计为纳税人免费邮寄发票超过
525万份，纳税人通过自助终端代开、领用发
票超过35万份。 （税务）

市税务局推进便民办税服务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0月12日，宜秀区杨桥镇鲍冲湖村栗树湾精品采摘园内，工人们
在果树旁挖坑施肥。今年以来，杨桥镇鲍冲湖村“两委”因地制宜，
盘活乡村资源，打造绿色产业，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该村利用
项目资金，在山场和荒地上种植了140多亩桃、梨、樱桃等苗木，发展
苗木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金明明 摄

盘活乡村资源

发展苗木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