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读2014年6月18日 星期三
编辑宋才华 | 组版方芳 | 校对夏君 03

链接

我省首个综合保税区昨日正式开工了，记者昨日获悉，面积2.6平方公里的合肥
综合保税区力争于2015年2月底前封关运行，最值得期待的是，企业有望在合肥综
合保税区享受效率更高的通关服务，或将24小时都能通关。

记者 沈娟娟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省人社厅

和合肥市人社局获悉，《安徽省公益性岗位开

发管理暂行办法》将于7月1日起实施，与此

同时，今年，合肥市将拿出10800个公益性岗

位，为广大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机会。

7类就业困难人员可申请公益岗位

根据办法，我省7类就业困难人员找工

作都可以选择公益性岗位，这些岗位涉及基

层非营利性社会管理和服务岗位，城乡辅助

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工勤服务辅助

性等岗位。

据悉，这7类就业困难人员，包括长期失

业人员、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

员、失地（失林）人员、家庭困难的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符合相关规定的残疾人、县级以上政

府及省人社厅确定纳入就业援助对象的企业

人员。

公益性岗位可以获得个人补贴

求职者应聘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必须

与就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不低于一

年。用人单位还要依法支付工资，并缴纳社

会保险费。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按照规定享

受工伤、失业、丧葬补助和抚恤费等社会保险

政策待遇。

以往，根据公益性岗位补贴政策规定，政

府提供的岗位补贴加上用人单位支付的报酬

加起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如今，公

益性岗位待遇进一步提高，在用人单位依法支

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酬待遇后，再分别

给予个人岗位补贴和单位岗位补贴。其中，个

人岗位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不超过当地最低

工资50%；单位岗位补贴的标准为每人每月

100元；对吸纳零就业家庭成员的再给予用

人单位每人1000元的一次性岗位补助。

记者了解到，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

险补贴，除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

长至退休外，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为了稳

定就业困难人员岗位，在公益性岗位补贴政

策期满后，用人单位继续与就业困难人员签

订2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再给予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补助。

民办非企业单位也可以开放公益岗位

另外，根据办法规定，凡是愿意承担社会

责任、有公益性岗位需求的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或相关企业，都可以

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开放公益性岗位。各级

人社部门将对用人单位申请情况进行审核，

合理确定用人单位公益性岗位的种类、数量，

与财政部门会商后，向社会公布公益性岗位

信息。

据介绍，合肥综合保税区选址

于东方大道以北、魏武路以南、新蚌

埠路以东、铜陵北路以西，围网内规

划用地面积2.6平方公里，拓展区及

配套项目规划用地2平方公里，总

投资超过30亿元。

“今年3月17日，合肥综合保税

区正式获国务院批准设立，按照要

求，应该在2015年3月17日封关运

行。”合肥市新站区经贸发展局相关

负责人说，希望运行时间比“最后期

限”提前，“力争2015年2月底建成

运行。”

到那时，合肥综合保税区的“核

心”已经建成，包括卡口、查验场站、

保税仓库、通关服务中心、信息化设

备、围网、巡逻道、熏蒸库房等。

上述负责人也为记者描绘起合

肥综合保税区核心的五大功能区：

为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服务，并对

进出口货物进行查验的联检查验

区；集中存放经海关核准的进出口

企业保税货物仓库的保税物流区；

既可为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做配套服

务，又可为联检查验区拓展用的研

发检测区；企业自建厂区用于生产

运营的生产企业区；为进出口企业

产品提供展示交易的产品展示区。

力争明年2月底前封关运行

合肥综合保税区昨日开工，力争明年2月底前封关运行

企业在肥或可享24小时通关服务

“加工贸易企业一般将货物出

口至香港等境外地，再办理进口手

续，此种方式手续复杂，运输成本

高。”相关负责人解释，综合保税区

设立后，企业运用保税区“境内关

外”的特殊功能，货物出口到保税区

内视同离境，可办理退税。这样，企

业只需再从保税区将货物进口即可

完成进出口程序，这样就大大节省

了运输费用和时间。

记者了解到，进入合肥综合保

税区可享多种税收政策，主要包括

国外货物入区保税；货物出口进入

国内销售按货物进口的有关规定办

理报关手续，并按货物实际状态征

税；国内货物入区视同出口，实行退

税；区内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易不征

收增值税和消费税。

货物出口到保税区内，可办理退税

上海、南京等地的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区位优势明显，而合肥综合

保税区在区位上则显得有些不足。

“我们将用通关效率来弥补区

位的不足，通关快不快主要靠信息

化平台的建设。”合肥海关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将建设合肥综合保税

区信息化平台等中枢神经，力争让

企业24小时都能通关，满足企业的

需求。

将来，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可向海

关集中申报手续，经海关批准，区内

企业可将其进口料件和生产的半成

品委托区外加工企业，经加工后返回

综合保税区，同时，区外企业也能委

托区内企业加工，加工后返回区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综合

保税区内，货物将不设存储期限。

企业或能享24小时通关服务

据了解，自贸区一般是在综合

保税区的基础上整合而来，合肥综

合保税区将为申报中的合肥自贸区

增加重要的砝码。

“合肥综合保税区将全方位提

高合肥市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

作为安徽省唯一的综保区，它将建

设成为安徽省经济发展示范区的重

要载体和合肥市外向型经济的核心

功能区。”合肥市新站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合肥综合保税区将努力发展

成为长三角地区以大宗商品为主的

国内一流综保区。

据悉，合肥综合保税区目前已有6

家企业在谈，接下来将围绕电子信息

等产业进行定点招商，“韩国、台湾等电

子信息产业好，下半年准备去进行招

商，富士康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综合保税区将为合肥自贸区增加砝码

免税：从境外入区的设备、原材

料、基建物资和自用合理数量的办

公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制成品及边

角料、残次品、余料、废料销往境外

免征出口关税；企业出口加工产品

不征收增值税、消费税。

保税：为加工出口产品所需入

境的原材料、包装物件及消耗材料，

予以全额保税。

退税：从区外进入综合保税区

的货物视同出口，可办理出口退

税；区内企业使用水、电、气实行退

税政策。

免征：货物可以在综合保税区

内和其他国家之间自由进出，除国

家另有规定外，不需配额和许可证；

海关不实行《登记手册》管理；开展

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

保证金台账制度；不实行合同核销，

不实行单耗管理。

合肥综合保税区的主要政策

我省欲提高公益性岗位待遇
管理办法下月实施，合肥将端出万余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