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家新设立企业的法人代表，

孙文波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成了我省省

属企业中首个“吃螃蟹的人”。

“从10月10日申报办证，不到一周

时间，便办好了设立企业的全部手续，

‘三证合一’真是方便！”在省政务中心

工商窗口，安徽时代人民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孙文波不无感慨地说，“要

是过去，起码要跑6趟三处窗口，没几十

天根本办不下来证。”

孙文波告诉市场星报记者，新成立

的公司属于安徽出版集团旗下子公司，

业务领域涵盖国内图书销售、版权咨

询、代理和广告等。

据介绍，所谓“三证合一”登记制

度，就是将当前企业设立登记时，依次

需要办理的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合并到一起办理，

实行“一窗受理，一表填报，并联审批，

统一发证”登记制度。在条件成熟后，

逐步将企业设立三个证件三个号码合

并为一个证件一个号码。

现场探访：我省首家省属企业“开吃螃蟹”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我省马鞍

山市已经开展“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滁

州天长市也启动了“多证合一”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下一步，省政府服务中

心、省工商局将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

一部署，在全省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系统

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

“按照计划，到今年底前，省政务中

心等部门将选取16个市政务中心和2

个直管县政务中心推行‘三证合一’登

记制度，明年一季度将实现全省全覆

盖。'”省政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根

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不久的将来，改

革后的“三证三号”还将合并为“一证一

号”，使得更多市场主体将享受这项改

革带来的便利。

计划部署：明年“三证合一”将实现全省全覆盖

今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享受“三证

合一”改革带来的极大便利。“以前设立

企业，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和税务登记证需要跑三处部门窗口，

申报手续多，企业设立不够方便。”据省

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由省工商局、省

政务中心、省质监局和省地税局四部门

共同探索的“三证合一”制度，目的就是

解决这个令企业人头疼的大麻烦。

“今后企业办证只需跑一处，不用

再分别跑手续了。企业设立从法定的

19个工作日缩短到5个工作日，审批效

率大幅提高。”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改

革后，企业只要到工商窗口一次性提交

材料后，再统一领取“三证”，跑2趟就可

以办结企业设立所有手续，企业办证压

力大大减轻。

不仅如此，企业申报方式也更加便

捷，消除了信息重复填报的烦恼。以

前，企业需填写三份申请，填写64条信

息，重复提交多种材料，费时费力。今

后，申请人只要填写一张申请表，填写

17条信息，一次性提交相关材料，便可

完成“三证”设立申请。

部门声音：“三证”办理从19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

记者 施超

昨天上午，安徽时代人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文波从省政务中心
和省工商局负责人的手中，一次性领到了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
务登记证“三证”。这是省政务中心发放的首张“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在全国
省级层级安徽尚属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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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林

市场星报记者昨日从省扶贫办获悉，截至去年年底，我省贫困人口数为573万，
相比2011年底，减少了217万。特别是新一轮扶贫开发以来，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长，贫困地区新建、改建道路6947公里……

安徽省政务中心发放首张“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今后企业办证，只需要跑一处窗口！

巧手回春，
蛋壳、纸盘都能点亮校园

10月15日上午9点，合肥市屯溪路

小学（滨湖校区）的手工教室里，十多个

孩子正安静地给手中的纸盘上色。这些

纸盘平时总是和生日蛋糕出现在一起，

蛋糕吃完了，纸盘也就没用了。

可这些看起来没啥用的纸盘在这里

却派上了大用场。校园里随处可见孩子

们的纸盘作品，它们被贴在墙上或是悬

挂在走廊里，成为校园里别致的一景。

除了纸盘，蛋壳变成了小企鹅，废旧

的光碟组成五角星……在这里，校园里

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孩子们的创意。

课本循环，
意义不止于节省纸张

“我们已经3年没有采购过音乐和美

术课本了。”陈洪峰是合肥市 50中（新

区）校长，他对课本循环使用津津乐道。

在他的倡议下，学生们还会定期举办图

书交换活动。

在合肥市50中（新区），音乐、美术、

体育和信息技术的课本都是循环使用

的。课本放在功能教室里，定期消毒，学

生来上课的时候由老师发下课本，下课

的时候也不带走。课本就这样一届一届

传了下来，省钱又环保。

循环课本的意义并不止于经济账，

更重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的节约意识。

节约光荣，
节俭行为纳入学生评价体系

市场星报记者昨从省教育厅获悉，我

省先后组织开展了“光盘行动”、“节约粮

食，从我做起——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

活动”，力求节约教育取得实效。

此外，我省还将节俭行为纳入到对

学生评价中，将日常节俭行为习惯养成

情况与学生的毕业考核、升学录取、评优

评先结合起来。

全省贫困人口还有573万

安徽当前还有多少贫困人口？据国

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监测显示，2011

年底按国家扶贫标准农民收入低于2300

元，我省农村贫困人口790.24万人，贫困

发生率为14.7%。2013年底我省农村贫

困人口573.2万人，贫困发生率10.7%。

上述数据也就意味着，两年内，我省

实现减少贫困人口217万人。

12个县入国家连片特困地区

2011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农

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决定

将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680个县

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我省有12个县列入国家连片特困地

区大别山片区县，分别为：利辛县、颍上县、

临泉县、阜南县、寿县、霍邱县、金寨县、望

江县、潜山县、太湖县、宿松县、岳西县。

此外，砀山县、萧县、灵璧县、泗县、

阜阳市颍东区、六安市裕安区、舒城县、

石台县等8个县（区）列入大别山片区外

国家重点贫困县；涡阳县、蒙城县等11个

县（市、区）为省级贫困县；长丰县、凤台

县等12个继续享受扶贫政策县；肥东县、

肥西县、庐江县等27个县（市、区）是有扶

贫任务的非重点县。

定点帮扶捐款捐物3.85亿元

来自省扶贫办的一组数据显示，

2013年，我省2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和片区县农民人均纯收入6787.5元，同

比增长16%，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9

个百分点。

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也在

不断得到改善。2011年以来，解决饮水

困难人口40.04万人，搬迁3692户贫困

户。对贫困地区的定点帮扶工作成绩也

很显著。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中央、

省、市、县四级定点帮扶单位共捐款捐物

3.85亿元，引进项目资金48.06亿元。

开栏语：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

各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出

现不平衡。采取积极扶持措施，帮助贫

困地区和贫困户致富，加快贫困地区的

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社会安定，更有

助于构架和谐社会。

明天（10月17日）是第一个全国“扶贫日”。从今天起，市场星报推出大型专栏

《扶贫济困 你我同行》，全面述说安徽扶贫的点点滴滴。关注贫困，关爱困难群体，

关心扶贫事业，你我同行。

安徽两年217万人“脱贫”
40万人饮水不再难

课本循环，图书交换，废品变身小装饰……

安徽校园刮起节俭养德“旋风”

记者 李皖婷

你是否还记得儿时诵读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俭并非某个时期、某个
人独有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也把节俭的风尚带到了今天。在安徽大地上，越来越
多的孩子正将“节俭养德”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形成了“崇尚
节约、摒弃浪费”的校园文化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