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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琰 朱美娜

“拿地即开工、交房即发
证”“‘多测合一’改革”“标准
地+承诺制”“市区新建商品房
首次登记启用不动产权电子证
书”……

去年以来，我市陆续出台
一系列新政，高效配置资源、优
化营商环境，打通助企纾困政
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科学优化空间布
局“有深度”

始终坚持“规划引领”，做
到科学规划。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突出编制好全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这一中心，紧扣“一体
化”“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综合
考虑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
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加
快建立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

持续加强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批准前的过渡期规划管理。
指导各市、区编制预支空间规
模指标落地上图方案，预支规
划新增空间规模的 10%用于保
障产业项目和民生基础设施落
地。目前，丹阳市、扬中市和句
容市、丹徒区和镇江新区上图
方案已通过省自然资源厅审
批。

精准高效配置资
源“有力度”

土地市场是风向标，是投
资环境的“晴雨表”。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坚持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精准高效配
置资源要素，推进产业用地特
别是工业用地、混合复合用地
配置政策改革，助力实体经济
发展。

出台《镇江市工业用地出
让年限评审办法》，通过细化、
量化工业用地出让年限，更好
地契合产业生命周期和发展方
向，有效为企业节省用地成
本。出台《关于推行工业用地

“标准地+承诺制”出让实施意
见（试行）》，通过事前定标准、
事后强监管，实现拿地即开工
目标。

建立每周二调度省重大
产业项目、每周三调度市重大
产业项目制度，强化审批规范，
探索完善并联审批、联动审批、
专项跟踪对接审批等方法，市
级审批平均用时17天。

创新完善节约集约用地机
制，提高新上工业项目用地容
积率底线，加强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落实“亩均论英雄”，推进
工业用地提质增效。

出台《镇江市工业用地出

让年限评审办法的通知》，通过
细化、量化工业用地出让年限，
更好地契合产业生命周期和发
展方向，有效为企业节省用地
成本，2022 年我市工业用地弹
性出让共计 9 宗，约 352 亩，节
约企业用地成本约3687万元。

优化营商环境
“有温度”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全面推行“多测合一”改
革，采取“减、并、调”等措施，精
简业务优化流程，将 15 项测绘
业 务 精 简 为 3 项 ，材 料 精 减
50%，审批效能提高 50%，测绘
费用降低 30%。实施一次委托
全程办理，建立全市测绘服务
单位信用管理“红黑榜”，促进
形成公开、规范、高效的市场环
境。

去年以来，市区工程建设
项目“多测合一”服务平台正式
上线运行，开设一站式窗口，提
供线上线下两种服务，全程实
现“零跑动、马上办、网上办”。
常态化开展“交房即发证”、不
动产登记“周六我在岗”延时服
务等，创新土地供应，深入推进

“标准地+承诺制”、工业用地弹
性年限出让等做法，助力企业
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

本报通讯员 江晨 卢军
本报记者 谭艺婷

古有行路难，今有停车难。
快速增长的汽车保有量和资源有
限的公共停车位，让城市停车难
成 为 当 下 较 突 出 的 矛 盾 。 据
2021 年数据显示，目前市区（含
新区、丹徒）机动车保有量近 30
万辆，公共停车泊位仅为 4.5 万
个。在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郜益农、魏丽、王荣飞等 30 名市
人大代表提出“关于缓解市区停
车难问题”的建议，被大会主席团
确定为重要建议之一。

市政府高度重视停车难的问
题，坚持规划、立法先行，为我市
推进停车设施建设、规范停车行
业管理、缓解停车难问题提供了
有力保障。市城管局作为承办部
门，实施“停车便利化工程”、整合
城市停车资源、引进先进停车系
统，多管齐下，进一步缓解重点区
域停车矛盾。市人大常委会通过
召开调研座谈会、现场走访等方
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认真
论证修改，扎实推进停车场管理
立法工作，全力督办该重要建议
的办理。通过重要建议的办理，
截至目前，我市已新增公共停车
泊位 3317个，多措并举有效缓解
市区重点区域停车难的现状。

多种供给缓解停车刚
需，释放城市温度

解决停车难、乱停车问题，首
先要优化停车泊位设置。2022
年以来，市城管局大力推进“停车
便利化”工程，通过老旧小区改
造、新增道路停车泊位、设置限时
免费停车泊位、引导机关事业单
位内部停车场错时共享向社会开
放等举措，深度挖掘停车资源，规
范有序停车。多种供给缓解停车
刚需，释放城市温度。

根据 2022 年新增停车泊位
民生实事项目任务要求，全市需
新增 3000 个停车泊位。截至目
前，通过充分利用黄山东路闲置
地块设置停车泊位 60个，在焦山
景区周边、黄山东路人行道施划
停车泊位 43 个，在蛋山路、黄山
东路、京口路、古城路施划限时停
车泊位 153 个，以及规范退让区
域停车泊位等举措，已新增公共
停车泊位 3317个。其中，丹阳市
新增 435个，句容市新增 422个，
扬中市新增 413 个，丹徒区新增
303 个，京口区新增 437 个，润州
区新增313个，镇江新区新增543
个，高新区新增451个。

为更好地方便市民停车，市
城管局大力推进智慧停车系统建
设，先后开发了智慧停车APP、微
信公众号及小程序，有效提升了
公众停车体验。在丁卯纬五路试
点“无人值守道路泊位机器人”技

术模式，泊位改造后周转率、使用
率提升了一倍。

给停车管理定“规矩”，
多措并举保“秩序”

有了停车位，如何提升服务
和管理水平？2022年 10月 1日，

《镇江市市区机动车停车场管理
办法》出台，有效期至2027年9月
30日；2013年 4月 26日镇江市人
民政府发布的《镇江市市区机动
车停车场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新《办法》践行“城管为民，为
民管城”理念，坚持充分利用和挖
掘停车资源，强化机动车停放管
理。重点从鼓励挖掘停车资源，
推广停车资源开放共享，鼓励停
车场建设，优化土地供应，鼓励停
车场经营者、管理者购买商业保
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停车场建
设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创新修订。

给停车管理定“规矩”的同
时，多措并举保“秩序”。《镇江市
市区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施
行以来，细心的市民已感受到了
一些变化。在去年国庆节前后，
根据新《办法》提出的“推广停车
资源开放共享”措施，在市公共停
车管理处、市路灯管理处、智慧停
车牡丹园停车场、智慧停车黄山
东路中段东侧停车场、市第三中
学 4家单位 5个内部停车场试点
共享泊位，已对市民开放了 174
个错时共享停车位。停车有序，
给居民的出行带来舒适的生活体
验，更体现了城市文明的提升。

挖掘盘活停车资源，让
停车不再难

一方面有效利用闲置的公共
空间，积极建设更多的停车设施，
另一方面合理引导停车需求，严
格规范停车秩序，我市通过“开
源”+“节流”的方式提高城市道
路通行效率，解决停车难问题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主城区共有停车泊位约
21.2 万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仅
有3.7万个，但是保有机动车数量
已 17.7万辆，尚不能满足出行需
要。尤其是老旧小区、医院、学校
等重点区域停车难的现状有待于
进一步缓解。此外，乱停车现象
依然存在，管理水平和智能化水
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破解停车难问题，需要政府、
企业和个人等多方协作、共同努
力。市人大常委会要求，要深度
挖潜，全力提升主城区公共停车
泊位总量；要加强管理，提升管理
的精细度；要更新理念，推动停车
泊位共享开放；要强化科技赋能，
提高停车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要
加强宣传，持续浓厚公共资源有
偿使用的社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 陈志奎）
2022 年 12 月 30 日，江苏省老
科 技 工 作 者 协 会 发 文 表 彰
2022 年全省老科协工作先进
集体，镇江市老科协名列其中，
被授予“江苏省老科协工作突
出贡献奖”。据了解，这是市老
科协第三届理事会任期内第二
次获此殊荣。

自2017年12月履职以来，
市老科协第三届理事会团结带
领全市老科技工作者，弘扬“银
龄智慧、奉献社会，科技服务、
助力发展”的工作理念，着力在

“建会”“建库”“建家”“创新”
“服务”十字方针上下功夫、创
特色、见成效。去年以来，该协
会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的自觉
性，协会党支部被镇江市委离
退休干部工委授予“‘六有一提
升’示范党支部”称号；坚持更
好地聚焦“决策咨询、科技创
新、科学普及、科技为民服务”
四大工作重点，进一步彰显老
科协优势，以推进助力企业创
新行动、乡村振兴行动为主线，
不断提升老科协服务水平，以
老有所乐来带动和促进老有所

学、老有所为，协会工作得到中
国老科协主要负责人的表扬。

去年 8 月，市委常委会专
题听取了市老科协工作汇报，
对市老科协紧跟新时代步伐，
紧贴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予以
肯定。面对荣誉，市老科协第
三届理事会会长赵珏表示，市
老科协将按照市委常委会的要
求，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扬传
统、发挥优势，为谱写“镇江很
有前途”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发
光发热、再立新功。

多措并举
让城市停车更“从容”

高效配置资源 优化营商环境

我市助企纾困亮真招出实策

市老科协再获“江苏省老科协工作突出贡献奖”

日前，“欢庆元
旦——镇江非遗系
列活动”在西津渡
举行，活动以“非遗
手工技艺展演”和

“非遗戏曲联唱”为
主题，传递新年的
喜悦。铜版彩画、
面塑、中国结编织
的传承人为市民献
上了精彩绝活。西
津渡尚清戏台上优
美的舞蹈和圆润动
听的唱腔吸引不少
观众为之驻足。

赵媛 王呈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