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出台水价管理新规
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2022年6月2日 星期四

责编：许可 电话：0791-8682189002版时政新闻

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城镇居民住
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
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
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
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特种用水主
要包括洗车、洗浴、桑拿、美容美发、以
自来水为原料的净水生产、高尔夫球
场用水等。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
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
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
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
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类
用水价格执行。

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

额累进加价制度。各市、县应按照《城
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和《江西省发展
改革委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
西省水利厅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城镇非
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
的通知》要求，将特种用水纳入到超定
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范围，合理确
定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的分档
水量和加价标准，全面建立、实行非居
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
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
户，供水价格按照居民生活用水第一
阶梯价格执行，并实行超定额累进加
价制度。

新增建设项目用水必须装表到
户。鼓励新建二次供水设施由供水企
业统建统管，鼓励各地采取有效措施，
将既有二次供水设施或改造合格的二
次供水设施，委托或移交供水企业实施
专业化管理。用户申请多类别用水的，
供水企业应当分别装表计量收费。因
建筑结构、供用水设施等限制不能分别
装表计量的，由供水企业与用户协商确

定各类别用水比例后计价收费。
用户应当按照规定的水价和计量

标准按时交纳水费。用户承担的水资
源费（税）、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等
应当在收据中单独列示。各市、县人
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城镇供水行政
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做好《城镇
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贯彻实施，加强政
策宣传解读、行业监督。

记者1日从江西省发改委获悉，为规范城镇供水价格管理，保障供水、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
促进城镇供水事业发展，我省于近日印发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实施细则明确，城镇供水
实行分类水价。根据使用性质统一分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三类，三类用水的合
理比价关系应为1:1.3～1.8:5～8，具体比价由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合理确定。

城镇供水价格监管周期原则上为3年。
建立供水价格与原水价格等上下游联动机
制的地方，城镇供水价格监管周期原则上为
5年。当成本监审核定的定价成本变化较大
需要调整供水价格的，应及时调整到位。价
格调整幅度较大的，可以分步调整到位。由
于市、县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用户
承受能力等因素，难以通过价格调整实现供
水企业准许收入的，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给
予供水企业相应补偿。

建立健全二次供水运行维护收费制
度。由供水企业负责运行管理的二次加压
调蓄供水设施，其运行维护、修理更新成本
计入供水价格，不得另行收费；其他机构负
责运行管理的二次加压调蓄供水设施，其
运行维护、修理更新费用要尽快按照《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
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物业公
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
费用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
决，不得以水电气暖费用为基数加收服务
类费用”之规定解决。城乡居民住宅、住宅
小区非经营性的二次加压调蓄供水设施用
电执行居民生活用电合表用户电价。

初夏的南昌，群山苍翠，瓜果飘香。5月31日，
记者走进南昌市南昌县工控陌上园。在园区智能玻
璃温室大棚内，一串串红彤彤的樱桃番茄，让人垂涎欲
滴，摘一颗咬下去，满口留香。不同于普通的温室大棚，这里的每一
株番茄都种在“岩棉块”的培养基中。“岩棉块”里通着一根黑色滴管，
精准提供养料和水分。这种智能化养殖的番茄年产量均在50吨左
右，主要销往南昌各大商场和中小学食堂。

据了解，工控陌上园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果蔬种植30000亩，带
动区域年总增收8000万元。 （据央广网）

“智慧番茄”致富经

南昌县：
科创平台引领发展
日前，在南昌县小蓝经开区（同济大

学）南昌汽车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南昌
汽研院”）的孵化基地里，工作人员正忙着
对增程器生产线进行调试。这是江铃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与研究院合作的轻卡混合动
力汽车项目，预计今年11月份实现量产。

“从研发到实现量产用时 18 个月左
右，比企业自主研发节约了一半时间，研
发费用从供应链的角度上来说，大概能节
约80%以上。”南昌汽研院副院长刘年风
说，目前，江铃集团与南昌汽研院达成战
略合作关系，聚焦混合动力、智能网联、智
能驾驶等技术难题，双方签订订单合同金
额超5000万元。

汽车产业是小蓝经开区的首位产业，
为提升产业平台的服务功能，2019 年 11
月份，南昌汽研院正式落户园区，该县从
资金、用地、人才等各方面为研究院提供
帮助。“每一次项目申报，当地政府都安排
专员全程帮办，指导研究院进行政策申
报，兑现扶持资金。”刘年风说。

得益于汽车科创平台的建设，目前小
蓝经开区已集聚江铃股份、江铃控股等7
家整车企业及李尔、江森、天纳克等 205
家零部件企业，完成80万辆整车和62万
台汽油、柴油发动机的产能布局，是国家

“双创”升级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示范区、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省汽车零部件新
型工业化产业基地。

为吸引更多高科技创新企业入驻，南
昌县先后投入近10亿元，引进组建中科
院苏州纳米所南昌研究院、同济大学南昌
智能新能源汽车研究院、南昌大学国际食
品创新研究院等7大科研平台，逐步推动
食品、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构筑以“集成电路、智能装备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为新兴产业，以“5G、
VR、大数据”等为重点培育产业的“3+3+
N”产业格局，传统“农业大县”实现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 （据《经济日报》）

鄱阳湖水体面积持续扩大
受近期连续降雨影响，鄱阳湖水位

快速上涨。截至5月31日上午8时，长江
湖口站水位达到16.66米，比5月30日上
涨 0.18 米；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
水位上涨至 16.81 米，比 5 月 30 日上涨
0.2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达到3110平方
公里，比5月30日增加5.92亿立方米。

据当地水文部门介绍，连续性的降
雨，导致饶河、抚河、修河、赣江、信江“五
河”入湖流量的进一步增加，达到14510
秒立米，然而出湖流量只有9320秒立米，
导致鄱阳湖水位不断上涨。据气象部门
分析，未来三天，南方地区降水将逐步增
强，其中 6 月 1 日至 2 日，贵州、湖南、江
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
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
阵雨天气，预计鄱阳湖水位还将进一步
上涨，水体面积还会扩大。

（据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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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建设项目用水必须装表到户

■记者周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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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供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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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5日是“生态环境日”，今年环境
日的主题是“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江西
省生态环境厅 6月 1日发布 2021年江西
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1
年 ，我 省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为
96.1%、同比上升 1.4 个百分点，突破了
95％；PM2.5 浓度为 29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3.3%，突破了 30微克/立方米；市
县两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实现历史性突破；赣江干流 33 个
断面全面达到Ⅱ类水质，实现赣江干流
水质类别突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为95.5％，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可
达90%左右、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可
达 95%以上。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
连续 4年提升，生态示范创建数量连续 5
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记者 储符琳）

江西空气优良天数比率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

江西首个老年审判庭揭牌
5 月 31 日，南昌县人民法院老年审

判庭正式揭牌，归口审理涉老诉讼案
件。据悉，这也是江西省首个老年审判
庭。

据统计，截止2020年11月1日，南昌
县65周岁以上老年人151060人，占全县
常住人口数的 10.4％。2019 年至 2021
年，南昌县法院审理当事人65周岁以上
的民商事案件996件，以侵权纠纷、民间
借贷纠纷为主，涉诉年龄最大的老年人
达90岁高龄。

在数字化浪潮下，为更好地满足老
年人日益增长的权益保障和服务需求，
南昌县法院以“便利诉讼、调解优先、系
统保护”为导向，出台了开展涉老诉讼试
点工作方案，从四个方面推出十二项措
施，为老年人提供定制化诉讼服务。

涉老诉讼“一庭专办”。组建老年审
判庭，相对集中审理院机关当事人为年
满65周岁公民的民商事案件。选出具有
老龄委、妇联干部、心理咨询师等背景的
人担任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社会调
查员等，参与涉老诉讼的审理。

诉讼业务“一窗妥处”。设立“老年
人诉讼服务绿色通道”，配置专门的诉讼
指导员，优先接待、全程引导老年人办理
诉讼事务，必要时可引导至单独的办公
场所，耐心倾听老年人诉求。

暖心服务“一步到位”。在诉调对接
中心出入口设置“老年人无障碍通道”，
并配备轮椅、拐杖、老花镜、医药箱、血压
仪、饮水机等设施。印制字体放大的诉
讼须知以及诉讼文书样板，必要时由导
诉员代为填写。

特定需求“一并满足”。根据年龄、文
化、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等因素差异，为
老年人提供定制化的诉讼服务项目。比
如，对诉讼能力不足的，建议委托代理或
申请法律援助；对行走不便的，可采用上
门对接、远程视频等方式提供诉讼服务；
对无法流利使用普通话的，可选择“乡音
诉讼模式”等。

据了解，南昌县法院涉老诉讼试点工
作开展以来，共归口审理涉老诉讼案件
34件，审结案件均以调解、撤诉结案，半
成以上案件实现了上门调解、送达，得到
了老年人的广泛好评。

南昌县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江玉清
表示，接下来，该院将进一步在涉老诉讼
巡回审判、多元解纷等方面寻求突破，开
展“法暖夕阳”进社区、进乡村巡回审判
活动，探索建立“法院＋”涉老诉讼多元
化解机制，参与构筑更加全面立体的老
年维权网络体系。

(据《法制日报》）


