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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理到修复，整个过程不到 4 小时，快

速为纠错企业卸下了包袱，让我们有机会参

与项目竞标。”江苏运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办

公室主任贾娟说。

信用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今年初，国务

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

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在

2024 年度重点事项清单中明确提出“信用修

复‘一件事’”。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断优化信用修

复流程，进一步完善国家发展改革委“信用中

国”网站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机制，推动

实现信用修复“一件事”。

健全制度机制，优化信用
修复流程

“我今年打算扩大经营品类，办理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变更时，才发现店铺被标记为经

营异常状态，咋办？”山东一家肉食店负责人

王宁在村镇便民服务中心询问。

经查，王宁的店铺因没有按时年报被列

入异常经营名录。当地推行年报指导“一件

事”，多举措助企除污点、增信心，在县政务服

务中心和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开设“年报指导

咨询”窗口，加强年报相关政策宣传，现场指

导经营主体完成网上年报、网上经营异常名

录信用修复申请等。

“我在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现场补报年报，并提交了申请材料，没想到后

台马上就受理、审批，帮店铺恢复了正常状

态，并顺利拿到新的营业执照。”王宁说。

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提升经营主体信用修复便利性，2023
年 5 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和行政处罚公示信息信用修复管理程序规定

（试行）》，进一步明确总局有关司局职责分

工、规范信用修复流程，建立健全权责清晰、

运行顺畅的信用修复工作机制；升级改造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增加“信用修复”

模块，目前已实现各地信用修复“一网通办”。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开通线上信用修复。经营主体只

需实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即

可在线下载信用修复文书、提交信用修复申

请、实时查询修复进度、在线接受修复决定文

书。同时保留了线下受理服务，经营主体仍

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由工

作人员现场指导填写信用修复文书，提交信

用修复申请。

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信用
修复“一件事”“一次办”

“过去企业进行信用修复时，要去多个部

门跑好几趟。”四川成都兴发铝业公司办公室

主任张坤元介绍，企业曾因存在涉嫌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受到处罚，为

了恢复信用，在监管部门指导下进行了积极

整改。今年 2 月，企业通过了预警监测评估，

具备了信用修复条件，监管部门立即启动信

用修复主动响应机制，点对点指导企业全程

网上完成信用修复“一件事”“一次办”，实现

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四川）、信用

中国（四川成都）“两网”同步修复。

“监管部门及时帮我们发现了问题，进行

整改，我们才能在市场上走得更远。”张坤元

说，“完成信用修复后，我们重新获得四川省

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项目等多个重

点项目的申报资格。”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民商

经济法室主任王伟介绍，当前我国在信用监

管领域建立了信用修复制度。然而，由于缺

乏顶层立法，各部门的信用监管及相应的信

用修复制度尚不统一。失信企业在信用修

复过程中，面临着规则、制度、文书、信息系

统等不统一的问题，存在“多头修复”“重复

修复”，既不利于企业及早恢复信用，也不利

于提升政府管理效率。推动实现信用修复

“一件事”，能够帮助失信企业在符合修复条

件的情况下，尽快从失信状态中走出来，重

塑信用。

为了解决经营主体反映的信用修复数据

壁垒、“多头修复”等问题，今年初，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

的通知》，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和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机

制，推动信用修复结果信息共享、互认，切实

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

截至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与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已基本按照要求建立信

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通过签署共享互

认协议、制定共享方案等方式明确数据共享

范围、方式、频率等，完成系统升级改造，共交

换共享信用修复数据 71.15 万余条，实现信用

修复数据双向共享。

加强服务引导，帮助企业
走出失信危机

“2022 年，我们因经营不善转型失败，生

产经营用房被司法拍卖，企业内部管理也出

现了混乱。”四川成都市彭州（市）卓越工艺玻

璃公司负责人孙光钊说。

2023 年，该企业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

双随机抽查中，因“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

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并公示，其线上销售门店也因失信行为被平

台关闭。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找到

市场监管部门，他们询问企业有什么困难，并

主动提供一对一的信用修复服务。”孙光钊说。

彭州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邱一雯介

绍，“这家公司是当地老牌企业，具备较为先

进的玻璃制造技术，拥有多个注册商标，年营

业额曾超过 5000 万元。这样的企业被列入异

常名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对其进行了

‘点对点’的信用帮扶。”

今年 3 月 25 日，彭州市市场监管局服务

引导该企业规范住所登记行为，辅导其移出

经营异常名录、完成信用修复，助力恢复生产

经营，重回发展轨道。

孙光钊说：“完成信用修复后，我们的线

上销售门店也获准恢复销售活动，在相关部

门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彭州市 3D 打印工业

园区，进出口贸易业务也开始复苏。”

“失信惩戒应该惩罚与教育相结合，通过

某种机制使其逐步恢复到为社会所接受并值

得信任的状态。”王伟认为，推动政府从管理

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大势所趋。因

此，政府部门不仅是信用修复的管理者、监督

者，还要做好信用修复的服务者。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实际，创新修复

机制，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水平。江西、山东、

云南、西藏建立“两书同达”机制，同步送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和信用修复告知书，及时告知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途径和方式。北京、云南

缩短信用修复办理时限，高效助力经营主体

重塑信用。江苏开展信用修复“一对一”提醒

服务，提升信用修复服务精细化水平。安徽

探索实施“承诺容缺”“承诺免查”“即申即办”

三种信用修复模式，以承诺助力信用修复，同

时设立“信用修复驿站”，提供“注册登记”“信

用修复”一站式服务。

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

修复各类经营主体行政处罚信息 121 万条，修

复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579 万条，修复个体工商

户经营异常状态 2112 万户。

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

企业信用修复信息，加快共享互认
本报记者 林丽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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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是企业的无形资
产。近年来，为推动实现企
业信用修复，市场监管部门
持续优化信用修复流程，加
快信用修复结果信息共享、
互认，提升信用修复服务精
细化水平。截至今年6月底，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修复
各类经营主体行政处罚信息
121万条，修复个体工商户经
营异常状态2112万户。

本报广州 7 月 21 日电 （记者程远州）

记者从南方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南

方 区 域 抽 水 蓄 能 电 站 累 计 发 电 量 近 60 亿

千 瓦 时 ，机 组 启 动 次 数 突 破 2 万 次 ，双 创 历

史 新 高 ，给 电 力 系 统 负 荷 平 衡 提 供 了 有 力

保障。

抽水蓄能电站具有上下两个水库，电力

系 统 负 荷 低 谷 时 用 电 抽 水 ，负 荷 高 峰 时 放

水 发 电 ，是 电 网 功 率 平 衡 的 重 要“ 调 节

器”。据统计，上半年，南方区域 7 座抽水蓄

能 电 站 累 计 发 电 量 达 59.1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3%；机 组 累 计 启 动 次 数 超 2 万 ，同 比

增长 20.9%。

“抽水蓄能机组作为可以帮助新能源稳

定接入电网的大容量储能装置，上半年启用

频次大幅提高，34 台机组的启动次数增幅达

到了发电量增幅的 16 倍。”南网储能运行分公

司集控中心副总经理张国洋表示，当前，风

电、光伏发电等间歇性、波动性新能源正加大

对传统能源的发电替代，给电网的调峰储能

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以 海 南 自 贸 港 为 例 ，装 机 为 60 万 千 瓦

的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给海南电网提供

了 近 10% 的 负 荷 调 节 能 力 。 电 站 早 晨 启 动

抽 水 工 况 ，配 合 海 南 地 区 光 伏 等 新 能 源 发

电消纳，将多余电能储存起来随时调用；夜

间 凌 晨 启 动 发 电 工 况 ，在 新 能 源 汽 车 凌 晨

扎堆充电形成的“零点高峰”时段进行顶峰

发 电 。 上 半 年 ，电 站 以 机 组 启 动 次 数 同 比

增长 32%，助力海南全省负荷 6 次创下历史

新高。

抽 水 蓄 能 机 组 的 高 频 启 用 离 不 开 智 能

化调度和高效设备维护的双重支撑。在位

于广东广州的抽水蓄能多厂站集控中心，大

数据平台实现对全国近 1/5 抽水蓄能装机容

量的远程集中控制。370 平方米的集控大厅

里，1 名值班员就可远程控制 2 座百万千瓦

级抽水蓄能电站的实时启停，效率达到属地

分散控制模式的 2 至 3 倍。在抽水蓄能人工

智能数据分析平台上，依托 31 万个测点的数

据提取和 5000 多个算法的毫秒级数据分析，

检修人员可“足不出户”精准掌握设备的“健

康状态”。

上半年南方区域

抽水蓄能电站发电量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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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江河湖海上，智慧航运

蓬勃生长——

渤海之滨，“智慧零碳”码头

天津港北疆港区 C 段智慧化集装

箱码头作业正忙。近百台人工智

能运输机器人频繁穿梭，在北斗

导航系统精准指引下，助力装卸

作业纪录不断刷新。

长江下游，南京以下 12.5 米

的 深 水 航 道 上 ，往 来 船 舶 如 织 。

基于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进入水

上电子围栏内的船舶可快速获取

实时服务信息，通航安全水平得

到有效提升。

湛江海域，“问江”型无人船

跨越千里，从内河奔赴大海开展

海洋测绘测试与应用。它搭载有

低延时通信系统和高精度定位系

统，不仅实现了自主航行，还能实

时回传数据，拓展了无人船应用

场景。

货 运 码 头 全 自 动 化 运 转 、

航 道 数 字 化 管 理 快 速 兴 起 、智

能 船 舶 自 主 航 行 ，“ 智 慧 ”正 成

为 我 国 航 运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特征。

智能港口竞相涌现。截至目

前，中国已建和在建的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规模均居世界前列，掌

握了设计建造、装备制造、系统集

成和运营管理全链条的关键核心

技术，总体应用规模和技术水平

处于国际前列。同时，中国干散

货码头自动化改造加快，秦皇岛

港、黄骅港、青岛港、宁波舟山港、

张家港港等实现干散货作业流程

全自动化，生产环节向无人化智

能化转变。

智慧航道不断延伸。目前全国已建电子航道图覆盖航

道里程超过 5700 公里，长江干线电子航道图实现全覆盖；

海运进口集装箱、大宗散货电子放货平台应用不断拓展。

智能船舶取得突破。如今，我国已相继突破船舶感

知 、决 策 等 智 能 航 行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部 分 指 标 处 于 国 际

领先水平，并形成了包括 1 艘全程自主航行船舶“智飞”

轮、10 余艘自主航行船舶以及千余艘智能技术应用船舶

在内的系列成果，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正在塑

造全球航运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要坚持统筹谋划，推动系统升级，加快推进智慧港口、智

慧航道、智能船舶、智能航运服务等领域全方位发展，不断

提升航运全要素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航运业，既是经济循环的重要支撑，也是观察经济运行

的一扇窗口。智能航运的快速发展，彰显出我国航运实力

不断增强的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中国的汩汩活力。今年以

来，我国多个港口吞吐量持续增长。1 月至 6 月，宁波舟山

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7.08 亿吨，同比增长 4.2%；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 1916.5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8.4%。同期，“西煤东

运、北煤南运”第一大出海口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1.79 亿

吨，同比增长 12.04%。

“去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已近全球海运量的 1/3，国际海

运‘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以来，水路运输持续较快发展，长江三峡枢纽、西江

长洲枢纽和京杭运河等船闸通过量再创新高，重点物资和

国际集装箱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同时，一

批重大工程进展加快，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工程水

陆域全面开工，平陆运河工程全线动工建设，量升质增的航

运业将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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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多措并举，推动当地文旅产业发展。图为 7 月 20 日，在阳朔县白沙镇遇龙村遇龙河码头附近河段，大批游客乘坐竹筏游览沿岸风光。

黄胜林摄（影像中国）

本报西宁 7月 21日电 （记者贾丰丰）青海省日前印发

通知，明确自今年起在全省全面实施小麦、玉米主要粮食作

物完全成本保险。保险实施区域由产粮大县扩大至全省种

粮地区，参保范围包括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小农户等全体农

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支持种粮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愿保尽保”，将农业保险更多覆盖到农业生产环节，进一

步保障农民收益和粮食安全。

据悉，完全成本保险是指在对化肥、种子、地膜等生产

过程中的直接投入（即物化成本）进行保障的基础上，进一

步涵盖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投入，即对作物的总生产成本

进行保险保障。保险责任涵盖主要的自然灾害、重大病虫

鼠害、意外事故、野生动物毁损等风险。保额分别为小麦每

亩 700 元、玉米每亩 800 元，保险费率按“保本微利”原则厘

定为 8%，由中央、省级、县级财政对保费给予补贴比例达

90%，农户个人仅需承担 10%，农户每投保一亩小麦、玉米

仅需缴纳保费 5.6 元和 6.4 元。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政

策全面实施后，预计为全省种粮农户主要粮食作物提供最

大约 9.4 亿元的风险保障，风险保障水平是政策实施前的

1.5 倍，风险保障更全、保障范围更广，保险金额更高、保费

补贴更多，能够进一步稳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种粮信心，助

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为广大

农户提供更加有效的灾害减损兜底保障。

青海全面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本报太原 7月 21日电 （记者付明丽）山西省能源局近

日印发《推动绿电资源就地转化助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从壮大绿色产业招项目、拓展绿色能源引技术、

推动“重点行业+绿电”、创新绿电供给机制、完善绿电消费

配套措施 5 方面着手，将绿电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打

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方案》提出，推动“重点行业+绿电”，

助力存量产业节能降碳。以未来可能被纳入碳市场范围的

钢铁、水泥、化工、电解铝等行业为重点，通过可再生能源消

纳责任权重考核，建立高载能企业绿电强制消费机制，引导

企业通过购买绿电或绿证的方式实施绿电消费替代，实现

由高载能向“绿色载能”转变，推动行业提质增效。

山西推动绿电资源就地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