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水洲城”
绿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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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4日讯 今天，由省
质监局主办的“守护儿童安全、
远离产品伤害”儿童用品质量安
全知识进校园活动在长郡雨花
外国语学校举行。

消费者如何避免购买到劣质
的儿童用品？ 省质监局稽查局局
长罗纳晚建议， 家长应避免为儿
童选择头部和颈部有绳带的服
装；在选购作业本时，则应尽量挑
选封面色彩简单、 纸张色调柔和
或乳白色作业本， 经反复摩擦有
油墨脱落和内芯颜色特别白亮、
在自然光源下刺眼的作业本可能
对孩子的健康有危害。 在选购玩
具时， 应该重点关注毛绒玩具上
的配件大小、牢固程度，避免儿童
在使用过程中脱落造成吞食窒息
的风险。 ■记者 朱蓉

本报5月24日讯 2015年以
来，湖南湘江新区（下简称“湘江
新区”）经济保持了高基数上的高
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
定资产投资、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速均达两位数以上， 领跑长沙
乃至湖南全省；2017年， 湘江新
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08.85亿
元，增速连续三年保持11%以上。
据介绍，三年来，湘江新区不仅经
济总量稳步提高， 而且发展结构
不断优化、工业基础继续夯实、产
业集群初具规模。 而高质量的产

业项目建设成为湘江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中国通号长沙产业园， 计划
建设轨道车辆产业化基地、 列车
控制系统、铁路“四电集成”产品生
产研发基地、 智慧城市系统研发
基地以及产业配套设施等高新技
术项目。 它作为湘江新区重点建
设项目， 也是中国通号在全国的
首个有轨电车产业园，预计今年6
月底达到投产条件。届时，长沙造
电车将从这里开往全国乃至世界
各地。 通号轨道车辆有限公司董
事长粟明介绍， 项目全部建成达
产后预计年产值将超100亿元。

湘江新区狠抓产业项目建
设， 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今
年新区共铺排重大产业项目270
个， 年度预估投资945.18亿元。

湘江新区将围绕智能制造、3D打
印和机器人、移动互联网等优势
产业以及新区产业链发展，突出
抓好省“5个100”项目，以及新区
铺排的270个重大产业项目建
设；将加快推进湘江财富金融中
心、 洋湖湿地旅游配套服务项
目、湘府路快速化改造等基础设
施建设等。

基础设施建设彰显了浓浓的
民生温度。包括：大王山交通提质
及停车配套、高铁长沙西站、坪塘
通用机场等项目加快前期方案研
究；潇湘大道南延线开工建设；看
云中小学、坪塘中学、湘江中学等
一批教育配套按计划推进； 桐溪
水乡一期工程、联江公园、银盆岭
公园等一批精品景观工程加快打
造等。 ■记者 陈月红 董可可

本报5月24日讯 据长
沙市发改委发布的《长沙市
充电基础设施“蓝天保卫战”
专项实施方案（2018－2020
年）》（下简称《方案》），为完
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新能源汽车配套服务能
力、从源头“堵”住机动车污
染，2018－2020年， 长沙将
在区位条件好、 周边建设条
件适宜的公共停车场、 加油
加气站配套建设公共充电基
础设施8000个。这也意味着，
届时，在长沙，电动汽车司机
们给车充电或将更方便。

《方案》不仅确定2018年

至2020年长沙市公共充电基
础设施总体建设目标， 还明确
了推进措施，要求各区县（市）
依据相关文件要求负责本区域
内的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备案、
建设、验收、运营等管理工作，
及时将备案情况、 验收结果等
上报；按照目标任务，以“科学
规划、有序推进、示范带动、属
地管理” 为原则， 明确各区县
（市）建设任务；建立健全项目
监管机制， 各职能部门与建设
运营单位要协同配合， 加强项
目实施过程及运营期间的安
全、质量等监管措施。

■记者 陈月红

本报5月24日讯 今天，
长沙市“多规合一”改革工作
新闻通气会在长沙市城乡规
划局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
配合长沙“互联网+政府服
务” 的上线 ，长沙市“多规合
一” 平台6月1日起全面正式
上线运行。

“多规合一”
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

据介绍，从2017年4月开
始， 长沙用一年多的时间完
成了《长沙市“多规合一”实
施改革工作方案》的任务，完
成了“制定一套标准、形成一
张蓝图、搭建一个平台、再造
一套审批流程、 建立一组协
调保障机制”的五个“一”工
作。长沙市“多规合一”平台
今年1月2日开始试运行，至
今已办理3759个案卷。 该平
台也是“互联网+政务”平台
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有力助
推长沙市“最多跑一次”改
革。

什么是“多规合一”？长
沙市城乡规划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王慧芳解释， 过去由
于城市各类规划自成体系、
缺乏充分的衔接、内容冲突，
规划之间相互“打架”的现象
时有发生。通过“多规合一”
工作，长沙全市域的“一张蓝
图”已经基本绘就，差异图斑
的处理正在全力开展。 这张
蓝图融合了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
等涉及空间的各类法定规
划，通过总规改革的契机，划
定了三区三线（“三区”为城
镇空间、 生态空间、 农业空
间，“三线”为城镇开发边界、
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
线），构建了全域空间结构体
系， 形成了全市统一的空间

管控秩序与规则， 从而实现了
“一张蓝图管到底”的基础。

“比如要建一所污水处理
厂，从城乡规划的角度来说，要
放在河流下游， 可是选址完成
后， 却发现国土部门已经把那
块地划成了基本农田， 或者水
务部门把那块地规划成了堤岸
线。”王慧芳举例说，实施“多规
合一”后，通过“多规合一”平台
可实现各部门间信息互联互
通，协同协力、共建共享， 实现
城市精细化管理， 改变了传统
审批模式下事项及审批依据分
散、割裂的局面。

建设项目审批
“一窗进出”、“一号关联”

据介绍，“多规合一” 平台
按照长沙市审改办牵头确定的
16个部门68项事项和市发改
委牵头确定的审批流程及审批
时限，研发了以“协同审批”为
核心，包括“规划蓝图”、“空间
治理”、“监测评估”、“专项台
账”在内的五大功能，基本实现
了全市建设项目审批的“一窗
进出”、“一号关联” 以及申报、
审批项目必备材料、 成果材料
的“一次上传，多次调用，数据
共享”。

据统计， 通常一个建设项
目从立项到竣工全生命周期报
建过程中所需申报材料可达
500多项，在“多规平台”材料可
减至200余项，减少近六成。

同时，平台“协同审批”实
现了线上并联审批， 缩短项目
审批时限10%-20%，消除了部
门间信息壁垒，构建了更高效、
公开、透明的行政审批大环境。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时限由原来
的平均100个工作日缩短至平
均82个工作日； 社会投资项目
审批时限也由原来的83个工作
日缩短至77个工作日。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暄

避免规划“打架”，一张蓝图管到底
长沙“多规合一”平台下月全面正式上线运行 建设项目申报、审批将更快捷方便

长沙三年内
将增公共充电基础设施8000个

5月23日，长沙市湘江北路,沿江风光带绿意盎然。长沙市在2017年至2019年“三年
造绿计划”里，规划新增城区绿地1500公顷、新建公园600个，截至去年底，长沙市城区
绿地率、 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41.5%、35.1%和11.03㎡，“城在林
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山水洲城”绿色城市格局正逐步形成。 记者 童迪 摄

“长沙造”电车将从这里开往世界
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湖南湘江新区高质量发展

专家教你
如何挑儿童用品

本报5月24日讯 近日，省
卫生计生委、 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省民政
厅、省总工会联合下文，对2018
年湖南省尘肺病农民工的基本
医疗救治救助工作进行了具体
安排部署。

“此次惠民政策，遵从以患
者为中心的原则， 简化审批流
程，落实‘一站式’服务。符合条
件的患者持相关材料，填写《湖
南省尘肺病农民工基本医疗救
治救助患者申报审批表》 即可
到定点机构办理审核和入院手
续。”省结核病防治所（省胸科
医院）副所（院）长谢长俊介绍。

据介绍， 尘肺病农民工基
本医疗救治救助报销实行一站
式服务，即时结报。患者治疗结
束后，由定点机构先行垫付救治

救助费用，患者只需支付个人自
付部分费用即可出院。救治救助
对象应同时具备四个条件：具有
湖南省内户籍；确诊为职业性尘
肺病或临床诊断的尘肺病，必须
由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机构
认定；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无
法确认劳动关系；参加湖南省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救治救助工作限定在定点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符合条件
的患者中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救助资金按照100%的比例
予以救助，即免费住院；其他符
合条件的患者医保先报销
65%，剩下的35%，救助资金补
偿80%，个人自负20%，相当于
个人只缴纳7%的住院费用，报
销额度达93%。 救助资金不超
过5000元/年/人。 ■记者 李琪

尘肺病农民工可申请救治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