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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祝亮

合肥将建设全省综合枢纽口岸，将芜湖港建设
成国际集装箱枢纽，形成覆盖全省、辐射全国、通达
国际的航空运输口岸群……我省日前出台《加强口
岸开放发展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拟加强
我省口岸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科学建设和优化发
展，促进外贸转型升级，不断扩大安徽口岸、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和进境指定口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据了解，“四规合一”编制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合肥市试点和相应工作的准备阶段，2015年已经完
成。现在进行的是第二阶段，广州市规划院和合肥市规划
院共同组建一个编制组，推进“四规合一”工作，时间是
2016年1月~6月，“第三个阶段是编制成果形成之后，各
个部门要形成相应的管理规定和组织程序，甚至是立法，
把这些成果固定和稳定下来，使“四规合一”的成果真正影
响市民生活及城市发展建设中一种比较完善的技术和政

策框架。顺利的话一年时间，到今年年底完全形成。”
桑劲表示，下一步，将在空间上进行统一，“比如

研究一条道路究竟按哪条线路走，哪一条更加科学，
给出一个统一的线位，规划和国土两个部门就相应
地调整和修改自己的规划，使他们在空间上能够一
致，另外一方面就是信息方面，以后或许建设单位、
老百姓也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查阅道路信息，让这个
道路建设的具体推进过程更加有效率。

进度：2016年底完成“四规合一”

星报讯（徐春节 记者 祝亮） 日前，省政府出台
《安徽省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合法性审查程序规定》。
明确规定，重大事项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
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或者制发文件。

根据规定，重大事项包括：提请省政府全体会议
或者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事项；以省政府或者省
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省政府部门报
经省政府同意制发的规范性文件；以省政府名义对
外签署的涉及战略合作、外事、民商事等内容的协
议；报请省政府批复的有关规划、国有产权转让等重
大事项；省政府领导批办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其他重
大事项。

重大事项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

的，不得提交讨论或者制发文件。省法制办将负责
省政府重大事项的合法性审查工作。

省法制办主要从权限、程序、内容等方面对重大
事项是否合法进行审查。重大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
可采取方式包括：书面审查；向有关单位函调有关材
料或者到有关单位了解情况；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
会、协调会、发书面征求意见函等形式听取有关方面
的意见；组织省政府法律顾问、立法咨询员、特邀行
政执法监督员和有关专家进行咨询或者论证。

省政府法制办如不严格履行审查职责，导致省
政府重大决策违法，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社
会影响的，将对负有领导责任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依纪予以追究。

合肥将建全省综合枢纽口岸
根据意见，我省将推动合肥依托航空、港口、铁

路等建设全省综合枢纽口岸。依托长江、淮河干流
整治和航道升级改造工程，推动芜湖港、马鞍山港、
合肥港等一体化发展，将芜湖港建设成国际集装箱
枢纽，芜湖港、马鞍山港、安庆港打造成江海联运枢
纽，合肥港建设成江淮航运枢纽，蚌埠港建设成皖
北航运枢纽。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设立内河水运
口岸，形成功能互补、联动发展的港口群。

航运方面，依托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黄山屯溪
国际机场、池州九华山机场等通航机场以及新建民
航机场，积极发展国际客货运，提高航班密度，形成
覆盖全省、辐射全国、通达国际的航空运输口岸
群。铁路方面，加快合肥、蚌埠、阜阳等铁路枢纽口
岸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设立内陆铁路运输口
岸。做强合肥新亚欧大陆桥国际班列货运通道，支
持皖北、皖西、皖东南等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建设内
陆“无水港”。

推广上海自贸区改革创新制度
意见还提出，我省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经营口岸码头、仓库、集中查验区及口岸现场查验
配套设施。加快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改革创新制
度，简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批次进出、集中申报”
制度，启用统一《货物备案清单》。

围绕全省“调转促”重点工程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聚发展基地，优化临港、临空等产业布局，推进
临港经济发展。扩大各类进境指定口岸直接进口
规模，增强口岸物流吸引能力，形成一批特色口
岸。推动多式联运统一标准规范，加快公水联运、
铁水联运、航空联运、水水中转等多式联运体系建
设，促进多种运输方式顺畅衔接、高效中转。加强
与沿海、沿江、沿边等东西双向大通道建设，建设区
域无缝对接、顺畅有效的多式联运通道。

实行24小时和节假日预约通关
我省还将在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强化

区域大通关建设协作、加强口岸执法协作、改进通
关便利化服务上，优化创新监管服务。实现区域内
口岸“联合查验、一次放行”，运输工具和货物多式
联运“一次申报、指运地(出境地)一次查验”，对换装
地不改变施封状态的予以直接放行。变以往“串联
执法”为“并联执法”，减少重复查验。实行24小时
和节假日预约通关，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和出口退
(免)税办理速度。实行检验检疫目录分类管理，对
低风险商品实施“进口直通”，鼓励选择“出口直
放”。2017 年底建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全省
口岸管理部门之间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此外，我省拟加快口岸开放步伐，争取我省口
岸开放和扩大开放项目列入国家“十三五”口岸发
展规划。

重大事项未审查合法性不得发文
省政府出台重大事项合法性审查程序规定

口岸将实行24小时
和节假日预约通关
我省出台新政加快口岸建设
优化水陆空整体布局

城市建设用地“一张图”，审批或无需“找几十个单位”

合肥试点“四规合一”，计划2016年底完成
□冷俊峰 记者 于彩丽

办件事要跑到多个部门盖章，运气
不好还会遇到各部门之间衔接不好而
影响效率，这种情况目前在全国大多数
地方屡见不鲜。今后在合肥，可能会省
事多了。昨天上午，市场星报、安徽财
经网记者在合肥市“四规合一”总体协
调会上了解到，合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四规合一”第一阶段
准备工作已完成，本月起将进入第二阶
段，形成一张“规划”蓝图，实现城市建
设用地“一张图”管理，按照计划将于
2016年底完成。

按照此前招标公告，“四规合一”规划范围，包括
合肥主城区范围，面积约2640平方公里，具体包括：
市辖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高新区、经开
区、合肥区；肥西县城（上派镇）、桃花镇、花岗镇、紫
蓬镇；长丰县双墩镇、岗集镇；肥东县城（店埠镇)、撮
镇、桥头集镇。

“四规合一”将通过全面对比、按县（市）区分配、
布局调整，消除“四规”及各部门专业规划间存在的矛
盾和差异，实现城市建设用地“一张图”管理，在“一张

图”中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控制线、基本生态控制线、基
本农田保护控制线、城乡建设用地控制线、产业区块
范围控制线“五线”。同时，结合智慧城市建设，以发
改、规划、国土、环保等部门政务平台为基础，搭建信
息联动平台，建立“四规”管理信息互通机制，实现部
门间信息共享。文件中指出，将在合肥市“1346”项
目库、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库、政府投资公益性项目库
等基础上，对全市2017年前建设项目需求进行梳理
和综合排序，布局建设用地，实现动态管理。

据广州市规划院区域所副所长桑劲介绍，“四规合
一”主要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形成一张空间蓝图，消
除部门之间的差异，提出一张科学的整体空间蓝图，第
二个目标，也是国家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
原来因为各个规划是不同的部门编制，任何一个建设
项目，包括城市的建设单位，在做工作的时候，一方面
要跑很多的单位和部门，另外一方面这些单位的信息
又不一致，有着非常复杂的来回沟通协调工作，“我们
经过一些案例的总结，办一件事情可能要跑几十家单
位，这实际上严重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效率，从
国家的总体要求来看，现在就是要让信息跑，而不是让

人跑，在信息上合一，在部门管理程序上合一，让信息
动起来，以减少损耗百姓的精力和时间。”

举例来说，道路问题表现在土地利用规划上，就
是国土部门编制和城乡规划部门编制在不同的规划
中，道路的位置是不同的，那么，一个建设部门要建
设这个道路的时候，是按照国土规划的位置来建设
呢，还是按照城乡规划的位置来建设呢，“这个就没
有办法确定，如果要把这条路修下去，就必须在这两
个部门之间进行协调，需要他们来明确这条道路究
竟按照哪个线路来建设，这显然对道路建设和进展
会产生影响。”桑劲说。

“四规”将整合成一张“规划”蓝图

专家：让信息跑，而不再让人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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