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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5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头条报道 一滴泉

水，晶莹剔透，从海拔1629.8米处启程，流入山涧，在皖

南汇聚为新安江，百转千回于斑斓山岭和白墙黛瓦间，

东流千岛湖，汇入富春江、钱塘江，奔腾入海。

2012 年，国内第一个跨省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新

安江流域拉开。皖浙探路改革，呵护碧水东流。新安江

已成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千岛湖水质稳定保持为

优。9 年三轮试点即将结束，青山、绿水、民富、民安就

是最美的答卷。正如滴水汇聚成江河奔流入海，“新安

江实践”汇入我国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的洪流。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从水环境扩展

到空气、森林、湿地，从新安江扩展到九洲江、东江等多

个跨省流域。

发源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的新安江是浙江省最

大的入境河流，为杭州的重要水源地千岛湖提供了60%

以上的入湖水量，是皖浙乃至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生态屏

障。2010年，千岛湖部分湖面蓝藻异常增殖，汛期数十

万吨垃圾从新安江顺流入湖。警钟敲响。全国政协组

织的专题调研，引发各方关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困

扰着那时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加速中的黄山市，新安江

上下游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2012年，在财政部、原环

保部指导下，皖浙两省在新安江启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

偿”原则，建立补偿标准体系。

早在 2005 年，浙江省就出台文件完善生态补偿机

制，在全国第一个实施省内流域生态补偿，成为改革先

行者。首轮试点中，中央财政每年拨付 3 亿元、皖浙各

出资1亿元设立补偿基金。年度水质达标，浙江拨付安

徽1亿元，反之安徽拨付浙江1亿元。确保一江清水东

流，成为安徽的必答题。安徽将黄山市列入全省唯一的

四类地区，不再考核其工业指标，加大生态指标考核。

问“江”哪得清如许？唯有改革活水来。“算大账、长

远账、整体账，蹚出一条上下游共治的新路。”黄山市委

书记任泽锋说。

水愈清、岸愈绿的新安江成为一面镜子，照出了生

态补偿机制下多方互利共赢的实现路径。“新安江实践”

在更广阔和更综合的生态系统“开花结果”。浙江省内

已有35对38个县（市、区）签订了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

协议，安徽签订跨界水域联防联控协议29份，其中与苏

浙签订12份。

“新安江实践”还在森林、湿地、耕地、空气等领域推

广。安徽依据各市 PM2.5 和 PM10 平均浓度季度同比

变化情况实施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2019 年，安徽

PM2.5 平均浓度较 2015 年下降 16%，淮南等三市产生

生态赔付343.5万元，其余13市获得补偿2000多万元。

“‘新安江实践’及其升级拓展版，充分显示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在城乡山水间落地生

根。”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徐恒秋说。

□ 中央媒体看安徽

问“江”哪得清如许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安江实践”

星报讯（记者 吴传贤）近日，从淮南市寿县县委宣

传部了解到，淮南市寿县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又

是贫困县，是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集革命老区、

行蓄洪区和江淮分水岭地区为一体的农业大县、人口大

县，贫困人口绝对数与贫困人口发生率均位于安徽前列，

寿县成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了改善古城贫困

面貌，把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部署要求及一系列政策落到

实处，寿县县委、县政府以愚公移山之志，下足绣花之功，

打赢脱贫攻坚战。

举全县之力，精准实施攻坚战，从上至下建立双包机

制。成立高规格的脱贫攻坚领导组，25名党员县领导担任

贫困村脱贫攻坚第一书记，县所属 338 家单位参与包保，

1.7 万名干部职工参与扶贫帮扶，实现全县所有贫困户包

保、驻村工作队、村扶贫专干三个全覆盖。建立责任“捆

绑”机制，明确县领导和包保的乡镇、村进行“捆绑”、与联

系的县直帮扶单位进行“捆绑”、与联系的县直“十大工程”

牵头单位进行“捆绑”、与帮扶村进行“捆绑”；帮扶责任人

和贫困户进行“捆绑”，实现领导示范带动，一级干给一级

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加上考核办法的出台,奖惩制度的

建立，使这种责任“捆绑”机制，强化了帮扶者的政治使命

感，从而压实了攻坚责任与担当，使脱贫攻坚任务连战连

捷，在省脱贫成效考核中，寿县 2016 年至 2019 年连续四

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好”的等次。稳居“第一方阵”，高

质量实现脱贫“摘帽”目标。截至 2019 年底，全县尚有未

脱贫户 1509 户 3410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27%。1 人荣

获 2019 年全国脱贫攻坚创新奖。寿县脱贫攻坚做法，得

到国务院扶贫办的充分肯定。

寿县率先在全省出台了产业发展导则，特色种养业补

贴办法，对贫困户发展产业给予奖励扶持，寿县产业扶贫

的做法，被农业部调研组确定为“寿县模式”，大力实施特

色种养业“双十”工程，推进“四带一自”模式，助力贫困户

稳定增收。全县建有3千瓦户用光伏电站3157个，村级光

伏电站387座。

抢抓省委、省政府支持革命老区、行蓄洪区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的机遇，积极向上争取项目，着力夯实脱贫攻坚

基础。济祁高速寿县段全线通车，商合杭高铁寿县站开通

运营，引江济淮寿县段、瓦埠湖大桥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新修县乡道路彻底解决了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农村安

全饮水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在实施危房改造的同时创新实

施房屋修缮计划，全面维修改造，并拆除无功能房屋。

为了稳定脱贫，激发脱贫人群的内生动力，寿县以“亲

帮亲、邻帮邻、互帮互助共脱贫”为主题，在贫困群众之间

创造性地开展了以“互动、互帮、互学、互促、互比”为内容

的“五互”活动。通过“群众教育群众、群众帮助群众”引导

贫困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进一步

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星报讯（戴大伟 记者 唐朝）记者昨日从合肥市住

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获悉，此前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的

《合肥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下称

《办法》）已正式印发。该《办法》旨在规范住房租赁企业

行为、推进住房租赁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自发布之日起

有效期2年。

《办法》中规定，合肥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评价积分

实行加减累积分制，由房产部门制定住房租赁企业信用

信息评价标准，基础分值 50 分，满分为 100 分，信用计

分每年年初重置至基础分值，得分低于0分按0分计。

根据评分，住房租赁企业信用等级分为六级，分别

为 AAA 级、AA 级、A 级、B 级、C 级、D 级。其中，AAA

级企业为年终信用评定分值90分(含)以上；AA级企业

为年终信用评定分值80分~89分；A级企业年终信用评

定分值 70 分~79 分；B 级企业为年终信用评定分值 60

分~69分；C级企业为年终信用评定分值50分~59分；D

级企业为年终信用评定分值 50 分以下。据介绍，信用

等级A级及以上的企业为信用激励对象，B级企业可正

常开展经营活动，C 级企业为信用警告对象，D 级企业

为失信惩戒对象，无经营行为的企业除外。

在处罚措施方面，合肥市将对C级住房租赁企业发

出信用警告，约谈企业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限制批量网

上签约备案权限；加大执法检查频次，不定期开展抽查，

要求企业定期报送整改情况；两年内限制、取消参与政府

购买服务及各类评优、表彰及财政奖补申请资格等。

对信用等级为D级的住房租赁企业，合肥市将对其

实行信用惩戒，列入行业“黑名单”并给予以下惩戒措

施：暂停受理住房租赁网签备案等住房租赁相关业务；

向社会通报并发出交易风险提示；列入失信“黑名单”，

实施联合惩戒；三年内取消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及各类评

优、表彰及财政奖补申请资格等。

根据《办法》规定，合肥市住房租赁企业的基本信

息、信用评分、信用评级及信用评分记录等信用档案信

息，今后将统一通过监管平台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

可按照信用信息查询的有关规定，查询住房租赁企业的

信用信息和信用等级。

绩溪县人民法院龙川法庭
获最高院表彰

绩溪县人民法院龙川法庭近日被最高人民法

院授予“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龙川法庭建于2008年，位于5A级景区——绩

溪龙川景区范围内，承担瀛洲、荆州等六个乡镇的

民商事案件审判工作任务，并承担全县区域内 10

余个 3A 级以上景区及古村落的旅游纠纷化解工

作。近年来，法庭干警以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

诚信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重点，在工作中努力克

服辖区范围广、旅游景点密布、人员成分复杂、案件

类型多样等困难，充分发挥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

进发展的审判职能作用，为辖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该法庭先后荣

获“全省法院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全省优秀人民法

庭”“安徽省旅游示范法庭”等荣誉称号。

2015 年以来，龙川法庭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

件 1516 件，其中调解以及经调解当事人撤诉结案

930 件，年均办案数量 300 件左右，年均调撤率为

61%左右，切实维护了辖区社会的和谐稳定。

□ 方蓉 程丽 曹开发

古城寿县，以愚公移山之志打赢脱贫攻坚战

合肥市住房租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企业根据评分将被分为6级

近日，在合肥市瑶海区长淮街道银屏花园小区

内，由相关部门安排指定的联合审查小组对银屏花

园小区北楼加装电梯项目开展联合审查工作。下

一步，长淮街道将继续以“业主主体、社区主导、政

府引导、各方支持”为原则，实现让更多老旧小区居

民、困难群众步入“电梯时代”，提升辖区居民群众

的幸福感、归属感。 □ 孙涌 郑顺丽

□ 短消息

淮南市第三届潘集酥瓜节举行
星报讯（柏松 记者 吴传贤）昨日，淮南市第

三届潘集酥瓜节暨扶贫农产品产销对接会举行。

副市长邬平川出席并为淮南市第十届潘集酥瓜种

植能手大赛获奖选手颁奖。作为农业大区，潘集区

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做文章，大力发展特

色瓜果菜产业。目前潘集酥瓜种植面积达1.5万亩，

酥瓜生产合作社、企业共36家，种植户3500户左右，

瓜农户均增收2万元。为了进一步拓展潘集酥瓜的

销路，扩大潘集优质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实现

农超对接、农企对接，助力脱贫攻坚，助推潘集现代农

业的发展，淮南市蔬菜协会、潘集区蔬菜协会主办了

此次活动。活动以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产业富农，助

推消费扶贫为主题，评选出了淮南市第十届潘集酥

瓜种植能手，推介了潘集区扶贫农产品和贫困户农

产品，展示了农业科技成果及优秀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